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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写作共同体实践研究 
徐玉华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学校  518110） 

摘要：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各个阶层都开始重视教育事业的改革，在当今这个国家大力推崇教育改革的时代，涌现了很多的新
鲜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一直在更新我们对教育教学的观点，尤其是在学习方式方面的改革创新。现如今，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在
语文教学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相比而言写作教学的改革就较为落后。怎样开展写作教学正是大多数语文教师心中的一个难题。
对当今语文写作的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发现在语文写作的教学当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高耗低效，这种教学背景下，不仅教师教的累，学
生学的也非常辛苦。所以，怎样才能让学生对学习语文写作有兴趣成为了教师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将改革写作方式作为语文写
作改革的主要方向，去探索一条有利于增强初中生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对于初中语文写作共同体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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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缘起 
中国作文教学共同体”是为适应新的语文形势和作文教学形

势，为基层教学提供体系化的作文研究成果，服务一线师生的社会
组织。 得语文者得天下，得语文者得中高考。解读教育部最近发
布的高考改革政策，英语和数学的区分度会大大下降，而语文在高
考总分中的区分度会最大，最容易拉开学生档次。可以预料的是，
随着形势的发展，语文学科在中小学诸多学科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所占分值最高的作文的重要性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在语文学习当中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因为写作能力的
重要作用以及它在语文考试当中所占的巨大比值，写作教学是一直
受到重点关注。写作在语文教学当中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不仅使得
写作教学在语文教学当中受到重点关注，并且还引发大量圈外人士
以及各界专家乃至普通人民群众的探讨，并且还有很多时候写作已
经变成了社会事件，引发了全民的讨论。 

和写作的“地位”形成极大反差的就是初中生的语文写作课堂
以及其效果不尽人意。所以说如何进行写作已经成为了当代语文老
师的共同的难题。语文学课中，写作到底能不能课堂方式教授给学
生，一直是所有语文教师的心中的难题。对于写作教学，无论是在
写作方面有些许困难的学生，还是对在班级中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
学生，所有的语文老师都会对自己的写作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有一
些不自信，甚至是怀疑是否可以将写作传授给学生。学习比较差的
学生写作教不了，而在写作方面成绩比较优异的学生在总结自己写
作方面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将自己的写作能力的提升并不会
归功于课上写作教学，这也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写作不能教，
从而，也导致了写作课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地位下降。现在的教师
通常以学生自我学习的自由式写作代替了教师在课上教学生学习
相关写作知识，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归根到底，现在的语
文教学仍然是缺少规范写作的教学方式，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半
训练的模式，并没有很好的让学生们感受到写作能力的提高教学，
仍然是停在了自我学习总结经验的层次。 

2写作共同体的建立  
根据学生“组内存差异，组间同结构”的原则，我们对全班学

生进行了分组。每个小组一般有 4 个人，根据学生以往的作文水平，
将好、中、差结合，同时把学生家长和语文教师列入其中，组成写
作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共同完成习作讨论、阅读分享、相互评价
等活动。这种方式，从交互理论的角度看，改变了以往教师—学生
单向交流的模式，形成了教师—学生—家长多维度、多层次交互模
式，学生能从更多的交互过程中获益。这样，习作过程成为学习活
动的中心，关注的重点从对作文结果向作文过程转变，其目的是激
发学生的表现欲和习作热情。 

话题和活动设计 作文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写好作
文是一个逐步构建的过程。习作话题要与孩子的生活紧密联系，让
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话能说、有话会说。在研究中，我们将习作
话题分为教师命题和学生自主命题两个部分。课堂上的作文以教师
命题为主，采用同题异构的方式进行作文。教师命题的习作与学生
生活环境、知识背景紧密相连，做到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如以培

养细致观察为目的的“养花日记”系列，以培养学生评价能力为目
的的“班级好作文”系列，以促进学生读书为目的的“好书伴我成
长”系列及以赏识交往为目的的“见贤思齐”系列等。学生自主命
题习作采用循环日记的形式，话题由小组学生自己选定，可以是生
活、学习中的细节记录，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感悟。本次实验教师
设计了 5 个话题作文，学生自主设计的话题有 52 个。 写作共同体
的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每周星期五下午的作文课，进行命题习
作的集体写作。习作课采用学生讨论—写作—教师和学生共同点评
的方式，通过周密的安排，让学生在活动中完成作文。这样在时间
上打破课时界限，拓展了习作的空间。第二种方式是每天的“循环
日记”，这种方式由小组成员循环写日记，由教师、家长和同伴共
同进行评价。 

1. 评价活动设计  
1. 评价主体多元化。 在课外循环日记写作中，学生、

家长、教师三者构成一个写作共同体，写作评价成为联系各
个成员的主要活动。为此，在实践中教师设计了多种评价方
式，引导成员参与到活动中。  

（1）学生之间的“微言博议”。顾名思义，学生评价的
话不在多，也不强求评价是否深刻和全面。通过借鉴阅读课
批注的方法，教师引导学生对组内同伴的日记发表个人看法，
点赞也行，“拍砖”也可以。这样，不仅能提高评价者个人的
阅读水平，同时也使作者获得来自同龄人的鼓励和建议。  

3.写作共同体重点研究内容 
进行写作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就是对语文写作教学方式的探索。

在展开对于一个教学方式的研究时首先就需要找到理论基础，先了
解新教学方式在理论上是否能够行得通。其次就是需要对语文写作
教学展开策略研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语文写作的教学
策略。 

我们首先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就是语文写作共同体究竟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语文写作共同体。综上所述，我们提
出了一些研究方案，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写作共同体的研
究。 

3.1“共同体”与“学习共同体”概念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将“共同体”以及“学习共同体”

作为主要的参考对象，进一步对“写作共同体”的特征进行探究，
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及建构原则。“共同体”与“学习共同体”的
研究已相对成熟，其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写作共同体”
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属概念，有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在本质上
有其一致性。故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 

3.2 初中生写作心理研究 
以初中生的学习心理、写作心理为研究内容，结合建构主义知

识观、多元智能理论和群体心理学的研究，确证初中建构写作共同
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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