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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内阅读中培养初中生写作能力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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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阅读和写作尽管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但是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阅读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还能

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使学生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当前，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由于受传统教育观

念影响，习惯将阅读和写作教学分开讲解，导致阅读教学占据大量的授课时间，影响限制学生写作能力的

发展。如何在课内阅读中培养初中学生写作能力已经成为当前初中语文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本论文将基

于初中语文课内阅读，着重分析探讨写作能力培养的对策，以期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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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为了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师应该注重阅读教学环节，从而引导学生积累丰富的阅

读知识，并将其应用到写作之中，这不仅能够解决学生写

作难的问题，而且这也是语文的核心素养的一个重要方

面。另外，初中语文教师在强化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

要教授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以便让学生在阅读中形成自

身的观点，便于学生写作立意，使学生的写作思路更加明

确。与此同时，初中语文教师还要支持与引导学生阅读不

同类型的文章，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学生打破无话可写

的局面，提高语文课内阅读教学的效果。 

1  注重广泛阅读，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广泛阅读便于学生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开阔学生的

阅读视野，强化与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断句造句能

力，刺激学生写作天赋的发挥，使学生不断展现自身的想

象能力与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1]。这就需要初

中语文教师注重课内阅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引导

学生积累课文中的好词佳句。由于写作主要考验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与组织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简洁的语言，将

自己的看法或想法表达出来，最为关键的还是考验学生在

实际生活中经验积累，而个人语言积累越多，越有助于其

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写作水平自然会进一步提升。但是因

初中学生知识积累相对匮乏，难以写出内容丰富、情感深

厚的文章，所以初中语文教师应鼓励学生阅读课内文章，

并强化与锻炼学生的写作思维，使学生的写作水平不断提

升[2]。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讲解《孤独之旅》这一课时，

由于初中学生生活经历相对匮乏，难以真正体会孤独，无

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师应注重课内阅读讲解，让学生阅读课文内容，总结概

括课文的基本情节，说明此篇小说的三大要素，从而帮助

学生对课文整体进行深层感知，体会作者的写作用意，同

时让学生找到课文中描写自然环境的句子段落，说一说通

过环境描写对课文中杜小康成长起到哪些作用？学生找

到课文中描写环境的句子共有三处，第一处是描写鸭群；

第二处是描写芦苇荡；第三处是描写风雨，教师不断发挥

自身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使学生意识到课文中景物描写是

将人物放在特殊情境下，进一步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体

现出人物性格特点，促进故事情节发展，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深刻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进一步品味

“孤独”，教师要求学生在课下将自己对这篇课文的见解

写出来，强化与锻炼学生对文章情感的感知能力，丰富学

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学生写作情感的传递，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通过运用此种教学方式，教师注重广泛阅读，发

挥教师自身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进

一步提升，让学生掌握情景描写的作用与方法，对培养与

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奠定良好的教学基础。 

2  高效课内阅读，强化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在阅读积累的基础上，还要注重课内阅读的效率，反

之读的量再多也只是白费力气。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好之”与“乐之”才能

使学生拥有阅读的动力，使学生的阅读自觉性与主动性不

断提升，达到自主阅读的效果[3]。在此时初中语文教师不

需要有意识地培养与强化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能积极投

入到课内阅读之中，保障学生的阅读效果。这就需要初中

语文教师能够充分了解学生的基本特点，从学生感兴趣的

事物入手，通过分享课内阅读中有意思的内容，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引发学生对课内阅读的思考与学习，学生的

写作能力自然而然有所提升。另外，初中语文教师还可让

学生在课下自由阅读课内文章，随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

分享与互动，支持与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

强化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学生的课内阅读积极性不断

提高，构建活跃的阅读氛围，这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提高学

生的课内阅读热情。初中学生通过和教师、同学们的互动

交流，能使学生对文章语言的表达能力进一步提升，有利

于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使学生的写作语言更加流畅，写

作效果更加良好。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讲解《陋室铭》这一课时，教

师可引导学生展开反复阅读，让学生结合自身所积累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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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知识，进一步理解文章内容，随后教师让学生对课文

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进行解释，以便掌握学生的掌握情况，从而根据学生的反

馈内容，对教学方案、教学进度加以调整，学生在此种高

效课内阅读下，会对此篇文章的内容有一个深层次的理

解，有利于锻炼学生的阅读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为强化

学生写作能力奠定良好教学开端。同时，教师基于学生深

入理解此篇课内阅读后，让学生以记录背诵的方式，将此

篇课内阅读中著名诗句，如“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

在深，有龙则灵”进行背诵，以此种简单粗暴的形式，让

学生将课内阅读中的好词佳句记录下来，以便将其应用到

自己的写作之中，增加写作的深意。因强化学生理解能力

与分析能力是一项基础阅读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飞升，为学生奠定良好的写作基础。另外，

语文教师还可让学生通过反复解读此篇的深意，使学生能

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此篇阅读内容概括出来，这不但能检

验学生的阅读文章能力与认知能力，还能让学生在复述中

锻炼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检验学生的阅读效果，从而达

到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的目的。 

3  趣味课内阅读，深入理解课文内涵 

在广泛阅读、高效阅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趣味课内

阅读，会使学生的写作兴趣不断提升，增强学生对课文的

可读性，深入剖析课文内涵，把握作者的写作主旨。在学

生有了阅读兴趣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强化与锻炼学生趣味

阅读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课文内容的趣味表达能力，

这对于培养和强化学生写作能力而言意义重大。这就要求

初中语文教师使学生在课内阅读中将通过潜移默化而形

成的知识内容，合理的运用于作文写作当中，使学生的写

作内涵更加深刻，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初中语文教

师可在课内阅读中，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阅

读，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感，能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课本中

主人公真实情感，增强课内阅读教学的趣味性与创新性，

加深学生对课文中心主旨的理解，以便丰富学生的情感体

验，使自身的作文写作更富有内涵与深度，从而提高学生

的写作效果。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讲解《卖油翁》这一课时，教

师可让学生在略读与精读中，结合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形

成对课内阅读初步的理解与认知。随后，教师让学生通过

角色扮演的方式，增强课内阅读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

的能动性，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一步体会主人公在

现下的心境感受，以便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体

会故事揭示的熟能生巧的道理。教师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

深入了解作者所写这篇文章的心境与作者想要表达的事

实，可使学生达到深层学习的效果。通过运用此种课内阅

读教学方式，学生可逐步掌握文章情感的表达方法，以便

将此种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写作当中，丰富作文的情感内

涵，实现课内阅读教学的终极目标。 

4  做好阅读练习，强化学生写作水平 

口头语言作为书面表达的基础，只有当语言素材积累

到一定量时，学生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才会逐渐提高。为

此，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为学

生提供发言展现自我的机会，支持与引导学生谈及自己的

看法，或对课文中某段语句的感受等。另外，初中语文教

师还可为学生组织多元化的语言复述教学活动，让学生在

课文阅读中将读与说相互融合，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

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涵。在初中语文阅读练习中，教师发

挥自身的能动作用，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还会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巩固知识的同时，写作能力也会进

一步提升。 
例如，初中语文教师在讲解《紫藤萝瀑布》这一课时，

为了强化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做好阅读练习教学设计，

让学生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色”“形”

“态”三个层面分析紫藤萝，使学生快速把握植物描写的

方法与技巧，以此为学生精心创植物描写的方法，选取自

己喜欢的植物进行仿写练习，从而锻炼与强化学生的写作

能力，增强学生的写作效果，学生不仅把握了不同植物的

写作特点，还将写作上升到情感表达的层面，发表自己对

植物精神的敬畏，增强学生的写作深度，提高了学生的写

作水平。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意识到

课内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从而改变固有的教学观念、教学

思想、教学方法，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地培

养与强化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与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使学生进一步体会作者的写作情感，掌握写作要

点，并将在阅读课堂上所积累的知识应用到写作之中，从

而实现学以致用、举一反三的教学目标。通过初中语文教

师和学生的相互配合，使学生的写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在

保障阅读教学效果的同时，也实现了写作能力培养的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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