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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语文课堂写作的现状 
◆纪斐斐 

（潍坊蓝海学校） 

 
我们的课程改革是进行了很多年，为了提高我们的语文教

学，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课堂写作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难点，
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因该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第一节  初中学生课堂写作的现状 
在我们的作文课堂上，学生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表现为对

作文很感兴趣，有强烈的表达欲望。第二类是因为某些方面的需
求，有消极被动的写作欲望。第三类是完全不想写作文，对作文
有对抗回避的态度。 

一、学生主动写作的热情低。 
一半多的学生认为写作很少能自有发挥自己的内心感受，认

为写大小作文、写周记之类的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就像完成家
庭作业，所以东拼西揍，让人很难有快乐感，幸福感。 

二、课外阅读量少，家庭教育没有系统地跟上。 
特别是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基础设施配套也跟不上，即

便是是、自己想上书店、图书馆购买、阅读自己想阅读的书也是
非常不方便 。学生感知世界、了解世界、描绘世界时的素材太
少，他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为“无水之源”，无法写
出自己很多的东西。因而惧怕写作。 

三、学生本身写作兴趣不高、主观思维受限。 
在写作课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写作模式，并且容易受限。并且

作文题目陈旧，学生有时写起来更难有新的发现，这样作文的兴
趣就会越来越少，逐渐地我们学生的写作志趣就没有了。 

第二节  初中语文教师课堂写作的现状 
在我们的课堂作文教学中，教师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知道

教师应该是课堂的引导者，如一盏指明灯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
可是我们的初中课堂作文教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一、教师的写作大多具有随意性。 
大多数老师上作文课前并没有好好地研读而是趁兴而作文，

大手一挥，学生就开始作文了。并且学生写完作文后，在指导学
生写作时欠缺具体的指导，所以在训练学生时，以致学生的写作
高度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二、课堂写作教学的时间难以保证。 
教学体制内的作文教学难以得到很大提高，在我们现在这样

一个唯分数论的时代，很多的教学任务压在教师身上，而作文从
写作文前的搜集素材，到写作文时需要时间，再到批改修订时的
时间，这一个过程下来耗费大量的时间，但是作文又是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老师们总觉得花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成效甚微，所以
没有很多的耐心来进行作文训练。 

三、语文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良好的阅读写作习惯很难坚
持。 

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阅读习惯的培养以及阅读量的达
标上都很难有让人满意的效果。在教学指导中，教师的写作指导
思维也发散不出去，学生的写作思维也很难发散出去。并且由于
生活条件的落后，很多农村教师都没能很好地在这创设的情境中
去体味，更不用说把自己的情感体味迁移到学生身上。但是我们
知道写作课中情景迁移有多重要。而教师在这种情境迁移的桥梁
作用也就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 

第三节  初中语文课堂写作效率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学生自身原因 
（一）学生缺乏有效阅读。 
在我们语文课堂上，其实是由一篇篇文质兼美，情感丰富的

文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理解，可谓是条丝缕析，从重点字词的讲
解到整体感知课文再到重点语段的分析理解。并且课前我们也做

了大量的预习，可是怎样才能阅读出实效呢？怎样才能把写作精
华之处也能品味出来的确是需要我们下大力的。我们“语文课堂
教学（阅读教学）应当自始至终关注课文的言语表达形式，比较，
揣摩，品味，鉴赏课文中富有表现力的字词、句子、段落，领悟
如此言说的精妙。传神之处，从而磨练学生对言语的敏感性。尤
其是那些含义丰富、隽永贴切而又富有表现张力的点睛之笔，更
需要教师引领学生去推敲体会”。并且我们在阅读教学中应该学
会不仅读懂读者所能理解作者的表达内容，我们也要转换个角
度，把自己这个读者转化成作者，认识到作者怎样写，如何写出
这篇文章呢？既能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又能走出文本，让学生能
做到这种游刃有余的阅读，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阅读陶冶学生的
情感，激发学生的热情，启发学生的思考，成就一篇篇学生的佳
作。 

（二）生活经历太少，写作兴趣不高，不善于思考。 
学生们基本过着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特别是农村初

中如果家离学校比较远，还可能选择寄宿制，这样，学生的视野
就被局促在了校园这一片四角的天空中，广阔的大自然。春雨润
物的亲情、五光十色的社会人物对于学生就如同隔着一层透明玻
璃，“想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能好好地进行体验，缺乏一种刺
激写作的兴趣点，没有切入点，学生就很难在作文上有大的突破。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柔软的心。”
生活阅历浅，学生思考又少。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草
一木总关情，一花一世界，学生从小没有养成思考的习惯，所以
不能深入地去了解世界，也难以写出好的文章。 

二、教师本身原因 
（一）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力过弱。 
在从事作文教学时，并没有结合学生实际出发，采取具体问

题具体解决的教学案设计，而是漫无目的，毫无系统性而言。并
且教师的阅读量跟不上，自己的语言表达欠缺，落实到书面上就
更不可能有锦绣文章而出。并且有时候，我们教师自己真正自己
写的就少之又少了。很多是自己大体浏览学生的文章，然后在课
堂上把优秀的范文拿出来展示，可是我们教师的习作却是少之又
少，天长地久，学生也不可能去认为老是有什么文章要做了。可
是我们教师与同学之间的这种情感共鸣就没有了，有效的教学信
息的传递也切断了。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从书面上，所以加强教
师写作指导也是势在必行的。 

三、社会环境原因 
如今的二十一世纪，电子信息时代飞速发展，更不用提手机

的多功能作用。我们的作文如果让学生课下写，大部分学生会从
互联网上搜索信息，然后进行粘贴复制改写，所以本来我们学生
的文章就 66 较千人一面了，缺少自己的观察力，缺乏自己独特
的感情体验。学生从互联网上摘抄下来，就更毫无意义了。我们
再让学生写作时，也是头疼不已。并且现在是“文化速食”的时
代，几乎每个家庭里面都有手机，通过手机读一些速食文学，人
人都盯着电脑屏幕看，肯定学生潜移默化中，让人读一些没有厚
度的东西，写出的作文文化内涵，情感底蕴就比较少，所以，在
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们的学生很难有大的突破。作文水平日
渐淡出大众的视线也是情有可原。 

本章小结 
初中语文课堂写作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我们所面临的不仅

是学生的课堂写作效率的提高，同时语文教师的课堂写作也需要
加强指导。帮助学生和教师在大量的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有效阅
读，并且以读促写，使这种写作课上有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