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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语文名著阅读中写作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周昌莉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中学校  401120） 

 
摘要：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捷径是"阅读,阅读,

再阅读"。"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在 2017 年秋季新学期进入了语文课堂."

部编本"在听说读写教学方面更加规范、科学,特别是注重对阅读与写作

的连贯性的引导.名著阅读和写作现状,情况并不容乐观.因而,笔者抓住"

部编本"这一契机, 结合自身相关的教学实践经验，思考了名著阅读教学

和写作教学的衔接问题。从多个方面对初中语文名著阅读教学中寻求如

何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方法进行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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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学生想要尽快地提升自
己的语文写作能力，就必须坚持阅读，而名著又是立意丰富，形
似多样，同时囊括人文、历史、科技、地理等多学科知识，学生
在阅读中不仅能够提升文学修养，还能在名著中的人文素养中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有效地利用部编本教材中的
名著篇目的阅读，开展有效的阅读实践活动，既可以凸显名著阅
读的价值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名著阅读+写作教学”的
教学模式，激发名著阅读资源的利用成效。同时，基于本次名著
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的课题研究需要，以期于通过探究发现和提
升初中语文写作教学新视角的提高，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引
导学生在名著阅读中做好写作教学的探索和实践做一点自我的
见解。 

一、名著阅读对写作教学的借鉴性 
一直以来，作文写作是深为学生所苦恼的，作文教学也让老

师难以把握。学生觉得无活可说，无从表达。老师觉得面对众多
的写作问题，在课堂有限的时间难以充分讲评，言不尽意；而且
讲评并不是解决作文难的根本途径，面对着有限的生活范围，作
文往往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部编本教材中对于学生的阅读量的增加：七年级 4 部必读篇
目《朝花夕拾》《西游记》《骆驼祥子》《海底两万里》8 部自主
阅读篇目《湘行散记》《城南旧事》《镜花缘》《猎人笔记》《林家
铺子》《创业史》《基地》《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八年级 4 部必
读篇目 2 篇自读篇目，九年级 4 部必读篇目。这些都是经典名篇，
同时名人大师们在作品中，精妙的构思，优美的语言都是对孩子
们思想和写作的一次次质的提升，孩子们写作过程就是一个模仿
想，再创作的过程。那么名著的阅读就是写作教学的一个行之有
效的教学借鉴手段。 

总之， 在人类的奋斗历程中， 惟有名著最能经受岁月的磨
蚀, 庙宇和雕像在风雨中风化坍塌而名著则与世长存。加之，生
命的短暂决定了个体实践的有限性, 而阅读名著犹如让人体悟
一次生命的轮回，仿佛延伸生命的长度和厚度，通过常抓不懈的
名著阅读教学，对于初中学生学习写作能力提升将会产生深远的
影响。 

二、名著阅读对写作教学的案例探讨 
1、阅读《朝花夕拾》中学习鲁迅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

象。白描是中国画技法名，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彩色
的画法；白描也是文学表现手法之一，主要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
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三言
两语就能依风景或环境，间接揭示出人物的外貌、神态、心理活
动，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鲁迅的《朝花夕拾》中运用白描手法，
传神的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采用了人物的肖像描写、动作描
写、语言描写、创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旧学老先生寿镜吾“他是一个
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睛”；《阿长与山海经》
中农村朴素妇女阿长“她生得黄胖而矮”“还竖起第二个手指，
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藤野先生》中
教学严谨的藤野“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

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
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
郎的……”《朝花夕拾中》鲁迅对于文中一个个人物可以说是描
述的清晰可感，形象而生动。 

在指导学生阅读此书的时候，我就给学生们布置了任务：找
出人物并做勾画，同时思考这些人物的写作手法，通过带着目的
的阅读，孩子们在感受人物的精彩的同时还带着趣味性去寻找。
第二步我让孩子们把这些人物描写整理出来，或者绘出表格，或
者运用漫画形式，这些人物在学生们的整理中清晰可感，这既加
深了对名著阅读的理解性，同时为写作做好了铺垫。这个时候我
顺理成章的安排了学生们一堂课，从《朝花夕拾》中学习鲁迅运
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刚好孩子们才上初中，对班上老师和
同学刚刚认识不久，我就用白描手法对班主任董老师的描写试水
范文，文中没出现董老师一词，孩子们读着一下就兴奋起来，因
为这是他们喜欢的董老师，这个时候我就马上让孩子们用白描手
法写班上同学和老师，然后让其他同学来猜猜写的是谁，孩子们
几分钟就写出了一大段，而且白描手法运用的很到位。这可以说
是我引导孩子们读名著学写作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2、阅读《西游记》中学习吴承恩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
格。《西游记》是一篇文言白话文，孩子们从小看《西游记》电
视，对于小说的中的人物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那只是看电视，是
在头脑里面对小说人物有了一个别人给的形象（演员）而现在要
让七年级的学生独立阅读《西游记》是有一些难度了，于是我又
根据这个情况带动孩子们读，因为是长篇小说，篇幅比较长，剧
情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于是，我给学生规定了系列，在孩子们开
始读的时候，我又带着学生们读，读完来讲故事情节，通过这么
引导，孩子们在一个月时间读完了第一遍《西游记》这个时候，
孩子们还是对小说中一些具体的人物形象的描写没有太关注，于
是我又用猜读法引导孩子们熟悉人物的描写。如第八回中“缨络
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迭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
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落索，瑞气遮迎。眉如小月，
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
杨岁岁青。解八难，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
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
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通过对人的猜读，再进一步
分析人物形象进而理解文章的主旨。在对学生们进行猜读引导分
析人物形象时，我顺理成章的上了一堂“从《西游记》的人物描
写中如何学习抓住人性性格特征来写”的作文课。 

3、阅读《骆驼祥子》中学习老舍运用环境描写对刻画人物
性格的烘托作用。在引导孩子们阅读《骆驼祥子》的时候，由于
时间的关系，我布置孩子们假期阅读的，在布置的时候我就给学
生提了注意勾画环境描写的段落章节，然后学习老舍的写作手法
自然就上了一堂“从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学习环境描写” 

4、阅读《海底两万里》中学习凡尔纳神奇的想象，在这部
科幻小说的指导阅读中，我自然结合地理、生物、物理各科知识
引导孩子们上了一堂“带上我的眼睛”科幻小说写作课。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初中作文教学质量，教师应明晰名著阅读

之于作文教学的积极意义，通过合理引导学生阅读名著，将作文
教学与名著阅读融合在一起，优化教学方法，提升学生文学修养，
提升学生写作能力，丰富初中作文教学方法，继而达到优化配置
语文教育资源，完善作文教学体系，提高初中语文作文教学质量
的目的。 

 
 
重庆市渝北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初中文学

鉴赏的本体回归实践研究"(课题编号：JBJK2015-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