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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作文提升技巧与方法
仲春天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四平 136000）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对于语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一直很高，高考分数为 150 分，中考分数也在 120 分到 150 分不等。由于中国

学生基数过大，所以中考、高考中即便只差一分，造成的排名差距都不容小觑，所以，语文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语文教学

中，难度最大，且最容易出现成绩差距的部分，无疑在于作文的撰写，所以掌握作文写作技巧对于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中，

我将重点探究初中作文提升技巧与方法，希望能为业内教育工作者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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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今年中考和高考的相继结束，关于作文命题的话题再次引

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其实，这种对中、

高考作文命题的探讨每年都会上演一次，而这足以证明作文在语文

考试，甚至在整个升学考试环节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更让学生们倍感压力的是，近几年中考、高考作文命题的深度

和难度明显日益增加，比如今年上海市的中考作文题目是以“比看

上去更有意思”为题写一篇文章，而陕西的中考作文则是“这，是

我的节奏”，更让人意外的是，今年全国新高考Ⅱ卷甚至直接以漫

画作者唐光雨的一副漫画为题，要求考生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寓

意，写一篇可以反映个人认知，体现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思考的文

章。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写作功底，学生很难在这些

作文环节取得高分。当然，作文难度的增加不仅给学生造成了更大

的学习压力，同样也给我们一线教师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因为中高

考作文命题的变化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作文教学方式需要进一步

调整和改善[1]。所以本文中，我将通过文献阅读、资料查询等方式，

并结合实践教学经验展开综合分析，总结出一些关于初中作文提升

技巧与方法，希望能为业内教育工作者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一

定参考与借鉴。

一、中学生当前作文的写作现状和主要症结分析
首先，是缺乏内在动力。正如安德斯·艾利克森在《刻意练习》

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人类的身体和大脑有很大的适应能力，能

够通过正确的训练培养各种新的能力。”所以，写作能力其实是可

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巩固和提升的，可惜就目前而言，我国中学生写

作文还主要停留在应对作业和考试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大都只会

在遇到必须完成的作业以及避无可避的考试时，才会提笔写作，所

以缺乏长期、有效的刻意练习，没能形成内在的写作动力。

其次，是缺乏素材累积。尽管中学生作文的写作要求远低于高

考作文，很多时候阅卷老师也会不自觉的放低评分要求，但是要想

真正凭借作文拉开成绩，依然需要学会将一篇文章写到让人眼前一

亮。要想让自己的文章独具一格，就必须学会灵活应用名言佳句、

修辞手法、故事素材，以及语言措辞，而这些写作技巧的培养最有

效的一种方式，就是大量阅读[2]。

然而，当前我国中学生的阅读量却并不乐观。2020 年，华东师

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课题组对多个省市的中小学生进

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将近一半的学生每周阅读时间都不足一

小时，其中，初中阶段有 43%的学生每周阅读时间都低于一小时，

而每周能阅读七个小时以上的学生仅占仅有 3%，如此低的比例让

人感到担忧。

最后，是缺乏技巧运用。通过浏览学生作业以及日常大小考试

中的作文内容足以看出，当前绝大多数中学生在写作方面依旧习惯

平铺直叙，缺乏写作技巧的应用，甚至有的学生满篇作文都是大白

话，不仅没有名言警句提亮，也没有排比，对偶、联想等常见写作

技巧的融入，这样的文章无疑很难适应未来的考试环境。

二、初中作文提升技巧与方法梳理
1、加强刻意练习

事实上，刻意练习是提升写作最笨却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鼓励或者强制性的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完成

几篇习作练习。当然，要想事半功倍，教师还需要掌握一些引导技

巧：

（1）字数在精不在多。很多中学教师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加强

作文练习的重要性，但是却错误的要求学生每篇文章必须达到多少

字，使得很多学生为了完成作业将作文写成了流水账。所以，要想

取得更好的练习效果，教师应该尽量减少具体化的要求，积极鼓励

学生自由发挥，也就是说题材不限、主题不限、字数不限。如果有

了灵感，可以写到 800 字甚至 1000 字，如果感觉词穷，也可以写 2、

3 百字，但一定要写出精华，尽量避免写成冗长无趣的流水账。

（2）先找主题再下笔。很多学生写作文的时候看一眼题目就

开始下笔，但写出来的东西却往往南辕北辙，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

能领会到题目的意境和重点。所以在日常写作练习的过程中，教师

应该有重点的引导学生先审题、再下笔。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尤

其是作文的撰写，有题材灵活、内容宽泛、思维发散、写法多样等

特点，所以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多点耐心，学会在不同类型的写作练

习中总结阅题技巧，以便能及时了解到作文题目的考察核心，然后

找准立意和方向。

（3）学会列文章大纲。好的文章必须要有好的逻辑线，而写

作大纲可以让学生更清晰的梳理出自己的文章脉络，这就好像画一

棵大树，先画好主干和分支，然后再画树叶，才不会让大树满是错

乱枝丫，看着别扭。所以在日常写作练习中，教师就应该教给学生

如何罗列大纲。对于中学生写作而言，最简单易学的列大纲方式应

该是先定准文章核心和方向，然后规划好开头和结尾，开头结尾一

定要吸引人，而且最好能前后呼应，开头点题，结尾升华，形成闭

环，让文章的主题一目了然。然后，根据自己的逻辑线确立文章中

间部分的写作方向，最后依据大纲方向填充素材，让整篇文章显得

更加饱满。

2、加强阅读累积

其实，加强阅读累积对于中学生的语文学习而言是一个一箭双

雕的好方法，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帮学生拓宽写作素材来源，让他们

的文章更加充盈丰富，而且还有利于改善他们的阅读水平，提升他

们对于阅读理解的答题能力[3]。当然，由于中学生本身的社会阅历

较低，加上日常课业较忙，所以要想让提高他们的阅读效率，让他

们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到更多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且有助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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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撰写的好内容，教师需要抽出更多时间了解市面上的书籍出版情

况，帮他们合理筛选出推荐阅读目录，然后让学生家长有方向的进

行采购。不过，个人建议在书籍选择上一定要奉行多种类、多领域

的基本原则，既要有国内外优秀名著，也应该有散文、小说、期刊

等其他题材的优秀书籍。

除了鼓励学生加强阅读，教师也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学生家长的

沟通交流，尽量鼓励家长在家带头阅读。常言道：“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无数实例都证明，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因为年

龄较小，绝大多数中学生的自控能力和执行力尚不成熟，所以很容

易被外在环境影响而出现走神、效率低下等负面表现。由此可见，

鼓励家长带头阅读，帮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样至关重

要。

3、学会技巧运用

为了避免在写作中一味平铺直叙，让文章缺乏亮点，中学教师

在实践教学中应该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修辞手法，例如比拟、递进、

联想、排比、通感、对偶等。由于不同的修辞手法在文章中能起到

不同的作用，而且这些修辞手法在运用上都有自己专属的区分特

色，所以需要教师运用一定的耐心和恒心去慢慢帮学生理解、消化，

进而让他们能够在写作中做到信手拈来。

三、总结
有人曾说，写作能力直接体现出了一个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可见，写作能力的提升对于语文学习而言至关重要。环顾当前，新

课改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无形中给当代中学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考

验和机遇。实践教学中，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很多语文教师都

开始改进自己的教学思路。比如在作文教学中，很多语文教师开始

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观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素材。这是

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学生不仅可以在社会实践和生活观察中

积累到很多可以用来写作的原始素材，而且他们的思维发散性也能

在实践和观察中得到明显改善。其实，原本写作就是源于生活、高

于生活，所以，回到生活中提炼写作思路对于当代中学生而言是一

个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5]。

当然，除了在生活中通过观察和实践累积素材之外，通过阅读

提升写作能力同样至关重要。通过上述研究、论证足以看出，不论

任何时候，阅读和写作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因为几乎没有一

篇好文章是凭空写出来的，只有学生的阅读量积累到一定的水平之

后，学生对于写作题目的把握能力以及对生活细节的领悟能力才会

明显提升，进而为文章撰写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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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组织写作检测，做实“教学质量”分析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说明了“下笔”的重要性。对于初

中的写作教学而言，亦是如此。对于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深入融合

与发展，要能够以课文为基础，让教师主动地为学生们“增添”写

作的“附加工作”。比如说，针对课文的阅读，要能够进一步的抓

好对扩写、改写、仿写、续写的写作文字练习，从而让学生们在阅

读后进一步的思考，进一步的反思，进一步的创新。同时，针对某

一项写作的文字练习，要能够做好“写作检测”。“检测”的目的不

在于评判好坏，而是让学生们能够根据扩写、改写、仿写、续写的

内容更进一步的去认知和了解所要提升的部分。关于“写作检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们自评、教师评价及小组互评相结

合，让学生们可以在检测和评价中“认识常识”、“关注常识”、“尊

重常识”，由此来更好的提升教学质量。同时，经过评价和检测后，

教师还可以根据评价的情况进行教学质量的分析，由此来助推下一

次课堂教学的“再进一步”。

3、科学谋划示范引领，深化“读写融合”改革

“读写融合”应该是现时代中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中所“向往”

的一个最终效果。那么在此之前，要能够明白“读写融合”是创造

什么？能够为学生们带来什么？“读写融合”给学生们带来的，就

是一种“气质”的培养。这样的气质不单单是关于文学阅读的涵养、

性格、学识等，更包括了学生们在写作过程中所带来的知识性以及

文化底蕴等知识点和讯息的传达。首先来说，“读写融合”要能够

进一步的注重素材的收集，通过“可视化”的效果传达给学生们“活

的”生活，如，针对《中国石拱桥》的这篇文章，教师可以在互联

网上搜及相关的资料、图片、视频，从而在课堂中展现出来，让学

生们不仅仅能够阅读课文，更能够“感受”课文而。其次来说，在

语文阅读与写作教学培养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做到对课文的延伸，

让“阅读”广泛地出现，才能够为学生们的写作提供更多的“素材”。

总结来说，“读写融合”所培养的气质代表了一种语文意识形态的

传达，代表了对于阅读及融合主流价值观的引导。

总结而言，初中语文阅读和写作的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

有若干的“制度”支撑，又要有“平台”支撑，还有适应于各个层

面的通用教材作为支撑，必须坚持不懈地持续推进、实践、改进和

优化。新时代的初中语文教师要能够对认知阅读和写作、了解阅读

和写作有新的思考，让“读写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教

学要求。从而更好地练就初中学生对阅读的亲和力气质、对写作干

练沉实的语言描绘以及风趣机智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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