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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策略初探 
◆赵花妮 

（铜川市耀州区小丘中学  717100） 

 
摘要：写作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要写出好作文，和语文的综合

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写作能培养语文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但是许多学生觉得写作太难，所以很抵触。教师一定要着手

于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开始，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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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的写作水平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于初中学生
来说，写作既要在内容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内涵同时在文笔方面也
有更加细致的要求。从小学到初中的飞跃性的变化，学生能够克
服自身对于写作的恐惧，逐渐感受到写作训练的重要性，并且提
高写作训练的自觉性。在中学语文写作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以前
的阅读和简单的写作升华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和思考。所以教师
的探索和引导非常重要，要促进学生从表面的现象，逐渐加深对
于内涵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对所学的知识应
用，用写作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用写作与别人进行情感交流。所
以准确地理解写作的本质，也是有效提高学生写作兴趣的重要前
提。所以说要把重视当代初中语文的写作教学，重视学生的写作
能力，提高初中学生的综合写作水平当作初中语文教学的一件大
事去抓。因此，笔者认为写作教学的有效开展可以从以下这些方
面重点展开。 

一、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写作不是东拼西凑，草草了事，而是有感而发。因此要提高

学生写作能力，首先就要培养学生写作兴趣。我们既要注重基础，
又要注重技巧，然而，学生没有兴趣，这一切都是徒劳。很多学
生对写作是缺乏兴趣的，或者不仅是没有兴趣而且带着各种负面
的认知和情绪。所以，初中语文教师要解决学生在写作兴趣方面
的问题，特别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特征，每个人兴趣的高低都受
到以往经历的影响，分析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可以有效地突破学
生原来在写作方面存在的一些负面限制。因此，让学生建立起来
兴趣，可能首先需要教师去解决他们对于写作的一些负面的认知
和评价，小学基础没打好，到了初中阶段，学生对写作就会有太
多的恐惧。重拾自信，是很多语文教师开展写作训练的第一步。
尝试将写作训练与听、说训练相结合。因此在日常语文教学中要
注重说话能力的训练。如学完《骆驼祥子》时，让学生谈谈自己
对文中祥子的认识，再学习文章的描写手法，描述一下自己熟悉
的人。在学生发言过程中，同样要注重对中心内容、条理安排，
以及遣词造句等一些问题的及时指导。老师适时地给予肯定与鼓
励，指导他们将所说的写到纸上便是文章。将让学生明白写文章
不是弄虚作假，矫揉造作，而是表情达意的需要。学生在听、说
训练中放松了心情，感知了口头作文的乐趣。在训练过程中，教
师要让学生以平常的心态对待写作，在写作面前放松心情，带着
充足的自信进行写作练习。要让学生保持一定的耐心，避免应试
的思想过多影响学生。因此，我们要重视口头作文的训练，并且
重视对学生写作兴趣的激发工作。 

二、为写作能力的提高打好基本功 
写作能力的提升需要一定的基础，因此，初中语文教学中，

教师要首先打好学生的基本功，这样才能让学生有了充足的基本
功以后，教给他们一定的技巧。在教学中，我们会发现有些教师
只重视对学生进行写作技巧的教学，让学生掌握写作的基本方法
和规律，然而学生连基本的句子都造不好，作文中一些字也经常
会写错。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学生缺乏写作的技巧，而是学生基
础太过于薄弱，因此，还是应该回过头去把基础打牢以后，再重
点开展写作技巧的训练工作。在初中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中，教
师可以结合着写作技巧的训练。可以说作为一门语言类的学科，
听说读写几个方面的训练都可以相互结合着进行。在平时的训练
过程中教师在讲解到某一篇文章的具体特点的过程中，都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造句以及段落仿写的练习。可以说在平时的点滴教学
中，学生在学习每篇课文的时候，从作者的构思，写作的基本的

结构设计等方面也能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三、引导学生平时注重阅读，积累写作的丰富素材 
学生可以从阅读中积累写作素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阅读量大学生的知识面就广，文章中的好词、好句以及写
作手法就会在脑海中慢慢的积累起来。为了让这些素材能够及时
地保存下来，教师要引导学生做读书笔记。比如在阅读的时候，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每次阅读完成之后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
把每一次阅读的文章，好词、好句摘抄下来，并分析出作者写文
章时所用的写作手法等等。读书笔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有效
的学习方式，平时的积累看起来非常琐碎无用，但是通过这样记
录的过程学生对于这些素材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在写作的时候，
学生能够非常自如地将这些素材应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教师也
可以鼓励学生，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带着自己的思考，让学生
从写作的角度，表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自己写会以什么样的方
式，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在素材的积累中，
逐渐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且及时地记录下来。当学生脑海里面
积累的美文多了，写作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能写出好文章。 

学生的写作要言之有物要有丰富的可以取用的素材，这样他
们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才能更加灵活多变地把这些素材运用在自
己的文章中。素材的积累既需要学生认真地生活，从生活中发现
并积累素材，同时学生也可以通过阅读的方式获得更多的素材资
源。在这一方面教师可以给学生进行示范，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写
作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多引导学生在生活中用心地去观察，
去思考，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和感受。从生活寻找写作的素材。
把写作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同时积累写
作素材。比如，很多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会组织学生外出，进行研
学活动。教师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引导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细心观
察，用心去体会感悟活动的乐趣。细心观察了生活，学生就容易
有感而发，就愿意把心中的所感所想写出来。语文实践活动有很
多，每一次实践活动都可以让学生在结束之后写出自己的真心感
受和想法，长此以往，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同时还能积累很多
写作的素材，并且这些素材都是学生的亲生经历，因此更真实，
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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