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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提高农村中学生作文能力的有效途径 
◆彭崇兴 

（广东省五华县龙村中学  广东省梅州市  514447） 

 
农村中学的学生家务活多，阅读量少，父母在外打工多，对

孩子管的少，加之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经济相对比较落后，
乡镇集市几乎没有什么书店报刊亭，大多数农村家庭除了课本之
外其它藏书几乎都没有，更不用说订报纸杂志。因此，学生的作
文素质、能力、质量都比较差，面对如此境况，提高农村中学生
的作文能力是摆在我们农村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我的
语文教学和作文教学的实践来看，认为有一些有效途径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一、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 好的老师。”教学生作文，老师的首要任

务不是急于指导学生如何去写，而是竭尽全力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让学生在作文中快乐成长，在快乐作
文中发展。 

农村中学生，他们缺乏对外界一些新鲜事物的认识，但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接触的是一个广阔的农村天地。这也是农村语
文教学的独特优势。应引导他们认真观察农村的民风民俗、乡情
乡貌，优美自然的山水风光，勤劳朴实、任劳任怨的农民。改革
开放给乡村大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都是农村学生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乡村作文素材。教师多启发教育他们，热爱农村，
热爱家乡。爱，才是学生作文的源头活水。教师要引导他们多去
观察，去体验，去发现。亲手去做，去尝试，将整个身心融入到
农村的大千世界之中。这种种优势，只要语文老师认真利用，就
可以为农村中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创作天地。比
如教师命题，不只根据教材或自己的生活经验，虚拟一个题目，
强制学生写作。因为这样的作文课只会扼杀学生的灵感，使他们
厌恶写作文。而应该根据农村学生生活环境和特色，紧靠“农”
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题目，能让学生从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农村
事物入手，或通过自己观察和向农民伯伯学习来积累写作素材，
学生就不会觉得没有东西可写了，当然也就乐于写作了。 

二、引导学生多读书 
农村中学生没有课外书读，阅读面比较窄，知识不够丰富，

语言苍白干瘪，教师就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从实际出发，要
求他们平时或放假回家，要去借书借杂志报纸来看，到图书室借
书看，组织学生每年订阅适量的报刊，开展“每人一本书，读遍
所有书”的活动，同学之间互相传阅交流，叫他们利用课余时间
到学校阅览室去做摘抄或到电子备课室上网查找，利用早自习或
空余时间多背古文古诗，精美散文。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量，积
累了一定的词汇量，写作文就容易更快进入角色，少走弯路，提
高作文质量。阅读在吸收，写作有倾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只有多阅读，笔下才能生花。 

教师也要充分利用课堂作文时间，给学生读一些优美精粹的
时文美文，并给以精当的点评。也给他们推荐一些名篇名著，激
励他们尽可能去阅读，潜移默化影响教育学生多读书，会读书，
会作文，会做人。 

三、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作文是学生的主体性活动。能否调动学生自身的潜能，直接

关系到学生的作文能力的培养。只有充分认识到并挖掘他们的巨
大潜能，作文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生具有较大的思维潜力，有的长于形象思维，有的善于逻
辑思维。在作文教学中要因材施教，因文指导，让学生谈看法、
炼主题、说写法，列提纲，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才能有效地提
高他们组织、运用语言的能力，布局谋篇的能力。一开始写作文，
学生怕说不好，怕写不好畏首畏脚，使思维语言运用能力不能得
到发展，这就要让学生明白：只要用自己的语言写清楚自己思考
的内容，表达出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就是 美 好的语言，也就
是真正的语言美。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主动性。提高作文水
平光靠几节作文课，一学期写几篇作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
各种方式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去写，自己想写、
要写、认真写。作文教学课要引导学生自改、自评、互改、互评，

老师总结归纳要有点有面有要求，使学生的思维、表达、评价能
力得到同步训练。既提高了学生作文、改文、评文的兴趣，又能
减轻老师的负担。岂不美哉快哉？ 

四、鼓励学生多写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使学生愿意写、写

得出、写得好作文，语文教师还应该适当教给学生一些写作知识、
写作技巧。比如，语言的表达，文章的顺序、结构，材料的选取、
安排，审题的准确，联想、想象、象征、对比、烘托等各种表现
手法在写作中的运用，以及如何快速作文等。这些都应在平时的
作文教学中不失时机灵活巧妙地讲授给学生。每次三五分钟即
可。日积月累，灵活运用。学生作文定然增色多多。 

教师要经常引导教育学生，作文贵在作，不作不成文。平时
要多写日记，写周记，写读书笔记，写大作文小作文。一句话，
贵在多写，熟能生巧，多写笔生花。“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要
像画家每天都要写生一样。不断培养自己的写作兴趣，要有一种
写作欲望，不要把写作看成是一种负担，而是在提升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素质。 

五、指导学生要善于模仿 
写作需要生活、需要思想，而中学生的生活面还比较窄，思

想尚不够成熟，还不可能形成一套具体的系统的对于写作以及对
于生活的看法和观点。这样，他们在进行创造性的写作活动时，
还需要广泛吸取别人写作的成功方法和经验，就像书法爱好者学
习书法，先必须从临摹开始，中学生写作，也要从临摹开始，摹
仿句子、段落，摹仿篇章、语言，摹仿结构、立意等。比如在给
学生上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我就要求
学生模仿第二自然段对自然美景的描写及后面对捕鸟过程的精
当的动词描写，在学习朱自清的《春》中让学生学习课文的结构
模仿…… 

效仿古今名家，把他们平时读书摘抄的资料，积累的优美的
语句，有机的运用到相应的文章中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学
生感到这样做，确实既丰富了写作材料，提高了写作技巧，又可
以在短时间内提高整体写作水平。从而消除他们对作文的畏惧心
理，大大激发作文的积极性。 

总之，面对农村中学生基础差，素质不高，学习条件落后等
不利因素。我们要发挥农村自然人文优势，挖掘有利于提高学生
作文水平的潜在因素，多想一些对策，充分调动学生写作的兴趣，
使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走全方位的开放型的作文教学之路，
共同努力提高农村中学生作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