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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新课改浪潮下的写作教学反思 
◆李  云 

（广东省湛江市第十七中学） 

 
摘要：语文是百科之母，而作文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长期以来，初

中写作教学一直沿袭传统教学，先是利用一节课上一遍理论课，关于写

作的“十八般武艺”，恨不得在课堂上全部演练一遍，生怕漏讲了哪一点。

然后布置作文题目，待学生完成后，老师“精批细改”，眉批、横批、总

评等，错就改，多就删，不足就补，全文圈点勾画下来后，让老师恨不

得亲自上阵，重写一遍。但是，自从新课改提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

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后，在各种公开课、、观摩课、优质课等的感染下，

语文老师不再满堂理论了，而是把课堂还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小

组讨论，小组合作，小组互评，小组推选， 后交上来他们认为比较满

意的作文。但是为何一到正式考试，很多学生反而写不出作文了呢？这

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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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改革是当前初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新课改
下中学教育教学谋发展的必然之举。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
冷静反思：由于对新课程理念理解不全面和急功近利思想的影
响，一些课堂出现了“活”而不“实”的倾向。曾有一段时间，
只要上公开课，老师都必须请个学生做主持人，自己尽量少讲，
让学生尽情发挥自己的口才，在课堂上高谈阔论，还一定采用小
组合作式学习，惟恐被人认为方法陈旧、观念落后，跟不上新课
改的步伐。但是，这种教学模式是否适用于写作教学呢？笔者作
为一名一线初中语文教师，有自己的话要说。 

一、写作不只有模仿 
叔本华曾说，“如果你觉得读书就是为了模仿别人的想法，

那么这就是思想上的懒惰”。新课改浪潮下，有些老师为了标新
立异，把每节语文课都当成了表演课，让学生做主持，让学生充
当不同的角色，背诵不同的台词， 后还要来个“千篇一律”—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感悟，并把它写下来。有些同学腹无墨水，
于是只能照抄老师展示的优秀案例，一旦到了考试作文，就只能
“望题空叹”了。模仿的目的是吸取精华， 终把好的东西变成
自己的。所以在写作上不能一味的瞎模仿，要把自己的真情实感
写进去，才能感染读者。笔者认为，一篇文章只要能做到让读者
感同身受，就是一篇好文章，否则，模仿出来作文 终也是“东
施效颦”。 

二、写作不只要指标 
2016 年部编版语文教材出现后，和以前的人教版教材相比

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单元写作，以七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学
会抒情》为例，笔者认为，把这单元作文作为片段练笔，效果会
比全文练笔好得多。但是有些老师为了应付学校的教学指标检
查，不顾教材，不顾学生，硬生生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
这样一来，就把本单元写作的主要意图淡化了。笔者在《学会抒
情》这一单元写作教学中，尝试利用航拍的动 镜头，把某地的
美景一一呈现在学生眼前，让学生在镜头的带领下进行片段练
习，抓住某一处的美景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结果让人相当满意，
同学们有话可说，有文可写，平时成绩较差的同学也能说出几句
有感情的话。 

三、写作不能靠空谈 
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

句话强调了材料积累的重要性，材料对于写作的重要如同粮食对
于做饭的重要，任何高明的作家都不能在腹中空空的的状 下凭
空写作。好的文字需要生活的沉淀与积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一个好的文案，必须养成随身携带笔记本的好习惯，随时记录
想法”。这就告诉我们平时一定要多读优秀文章，并记录读书笔

记，这也是积累素材的过程，素材积累多了，灵感自然就多了。
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更不能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写出一篇完
整、优秀的作文了。因此，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不能把作文教
学独立出来，而需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进行写作渗透，让学生及
时把好词、佳句、精彩片段、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并要求文
从字顺，条理清晰。学生积累的材料越多，就越能在考试中避免
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窘。 

四、作文点评很重要 
我们知道，作文评语既有评价功能，又有导向功能。精妙的

评语，往往能唤起学生写作的兴趣，点燃学生的写作热情，激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新课标也要求作文评改要充分尊重学生的
独特情感体验。但是有的老师为了贯彻“把课堂还给学生”这一
课改要求，错误地认为只要自己少说少讲少参与就行了，一篇作
文出来后，先让同学们小组评，选出小组 好的作文与其他小组
互评， 后得出一两篇学生们认为比较“优秀”的作文，一节作
文点评课就这么结束了。殊不知，在学生心中，只有老师才是
权威的作文点评人，作文评语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包含了指出
文章在写作时的一些漏洞和一些鼓励的话语，使学生对写作更有
信心，并且从老师的评语中，学生能够感觉到自己哪方面还有待
于更进一步的去提高，从而明确自己今后作文发展的方向。 

总之，作文是学生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语言学习中听、说、
读、写这四大基本能力水平，都可以直接从一篇作文中体现出来。
作文来源于生活，又艺术地再现于生活，作为一名一线初中教师，
作文教学这一重任，还需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精神在新课改浪潮下接受重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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