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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学生课外阅读指导与写作能力培养 
◆黄少昌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龙村中学  514447） 

 
阅读与写作两者关系密切，阅读是写作的重要基础，而写作

水平则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不断阅读课外书籍来提高。一些具有强
烈好奇心与求知欲的中学生认为，阅读课内文章对自己的写作水
平没有太多帮助，从而将视线转移到课外，想通过阅读大量课外
书籍来增加自己的“内存”，以此让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升。 

但是中学生要想进行有效的课外阅读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
如学校的应试教育、信息传递的多元化、教师的阅读意识以及学
生的阅读兴趣等，这些可能会导致中学生课外阅读无序低效，写
作能力提高缓慢。所以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应该引起学校、教师、
家庭的高度重视，并要想方设法加以改善。促进课外阅读指导应
该从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内容、阅读方式等方面进
行，而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学生的知识储备、写作技巧以
及个人情感等方面进行改进，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科学有效地阅
读，学生的写作能力才可能提高。 

学生在写作时的一大限制因素是时间，学生所写的每一篇文
章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这对学生的临场发挥是一个非常
严峻的考验。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让学生在考试时顺利的
完成写作，并写出有独特文采的文章，教师会在写作教学的过程
中，通过对一篇范文的分析，教授学生了解不同文体的结构形式，
语言特点以及写作方法等，让学生在写作时能够运用写作技巧，
写出精美的文章，取得高分。 

但实际上，在写作教学中，学生的写作时间安排有限，有些
教师就会投机取巧，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写出水平高
的文章。教师通常的做法是先讲理论，再让学生进行范文模仿，
在模仿中不断改进。这种做法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阻碍了
学生习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虽然教师教授了很多写作技巧，学
生在写作中并没有实际的运用到，写作时还是毫无头绪。 

还有不少家长，为了让学生的写作“立竿见影”，不惜让学
生买作文书来读和背，然后模仿，这不仅让学生的作文水平得不
到本质的提高，还使学生的作文模式化，形式呆板，缺少了个性
体现、立意创新和情感表达。课外阅读指导与写作能力培养关系
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中学生课外阅读指导与写作能力培养的
联系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应试教育下教师忽视课外阅读指导与
写作能力培养的联系在现今的教育环境中，学生依然在应试教育
的背景下学习。几十年来,我国初等教育制度的重心依然是中高
考，这种“传统”的生命力极强，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教育
部门评价一所中学 看重的是这所学校的升学率，这就导致了学
校、教师、家长都十分关注升学率，这种“应试教育”理念充斥
着整个社会，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严重。由于应试教育的不良导向，
学校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升学率上，出现了重视课内教授，看重学
生分数，轻视课外教授和学生能力的现象，且这种现象不管是以
前还是现在依然存在着，这就把学生的课外阅读放在了无足轻重
的位置上。学校、教师、家庭很少把过多的心力花费在学生的课
外阅读上，因此他们没有科学地组织和引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忽

视了学生语言文字的表达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学生把重心放在学
习课本上，只会令他们视野狭窄，语言积累匮乏，写作基础差。 

信息传递的多元化使得学生和教师缺乏对信息的辨识学生
处在社会这个复杂的环境中，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传递
越来越多元化，老师、学生接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在面临这
些层出不穷的信息时，眼前早已眼花缭乱，那么对信息的接收和
运用就可能缺乏辨别。社会在不断进步，个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
在不断提升，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快节奏的生活 势。现代科技特
别是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文化知识的传播载体日趋丰富，
方式略显单薄。 

中学生的阅读习惯、阅读方法缺乏科学指导中学生进行课外
阅读后，阅读效果的高低离不开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和正确的课
外阅读方法，而教师恰恰在这两点上做的不够好。学生在阅读中
表现出的不良阅读习惯，比如：不做读书摘录，不写读书心得，
读一些不良书刊，不读整本书，不讲阅读卫生等等，教师没有加
以指导和纠正。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指导只是存在于口
头上，一味地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多读，但没有给
出具体的阅读方法指导，导致了课外阅读效果差。 

写作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中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中存在
着很多问题，读书过少，语言贫乏随着电子传媒业的迅猛发展，
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的普及，很大一部分学生迷恋上看电视、
看电子书、上网、玩电脑游戏，这占去了学生一部分业余时间，
使得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被分割。学生对经典名著、名人传记、
科普知识类书籍的阅读时间相对减少，学生阅读量少，见闻狭窄，
导致语言文字积累与运用的经验少。因此，在学生的习作中鲜少
见那些词句优美、描写精彩、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的文章，只有
粗略的叙事、干瘪的描写、突兀的抒情，就犹如霜杀下的柿子，
没有了圆润之气。我们都知道再精于做饭的妇人，如果没有原材
料，就不会做出精美的食物，就像写作缺少积累就无法写出像样
的文章一样。 

写作“假大空”，真情缺失大多数中学生在学校、生活中都
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课内学习上，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他们不会主动去关心时政，留心生活，所以掌握不了鲜活的材料。
在写作时，学生缺乏必要的写作素材，写作中就出现了“无话可
写”或“有话说不出”的现象，加上担心作文不符合“立意”要
求，跑偏主题，也不敢说真话、诉真情，只好围绕写作立意，迎
合“考官”的意图，导致展现出的作文平铺直叙，作文风格浮夸，
内容陈旧，假话、套话层出不穷，缺少真情实感，也少了灵气。 

总之阅读是积累和吸收的过程，是进行有效表达的基础，对
提高学生整体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写作是
消化和运用的过程，是学生处理分析能力不断提升的外在表现。
在教学中加强学生课外阅读指导，可以让学生有条理的阅读，可
以加强学生对写作知识和技巧的掌握，才可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