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01　新时代教育·教海拾贝132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笔落惊风雨

——高效作文教学几种方法尝试
姜春玲

辽宁省锦州市第十八中学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作文训练需要系统的长期的训练。需要培养孩子们的语言感受力、创造力、观察力感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还要

培养写作能力中的社会性和创新性。我通过连词成句、写周记、进行小说、诗歌创作及作文练习来培养学生的各项写作能力，

对学生进行网格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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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语文教育界不断研究探索
的重要领域。传统作文教学存在的一些弊病也几乎成了大家
的共识：题材陈旧，程式化严重，假话套话连篇，缺乏个性
张扬的创作，鲜见灵性飞扬的文章。那么如何挖掘学生写作
上的潜力，激发他们写作的欲望，激活他们创新的意识，每
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在探索。

我认为要在语文教学上要要训练学生的全面的能力，让
他们走出狭小的思维圈子，开阔写作视野，所以我用网格式
作文训练来提升学生的各种写作能力，

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培养他们相应
写作能力。

一、用连词成文培养写作能力中的语言感受力和创造力。
教材中的字词积累是基础知识的重点，以前我们总是让

学生反复书写背诵来识记，既耗费时间，实用性又不强，学
生理解不透，不太会应用。我让学生创作一段文字，把字词
积累中的词全部应用在里面。学生们首先琢磨这些词在语境
中的应用，其次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构思怎样的情境能
把这些词语合理的运用。在揣摩中字音和字形的掌握反而成
为最简单的任务。我的要求是必须原创，不能与课本的题材
雷同，不能抄袭同学的。教师及时批阅，分出等级，第二天
课堂利用课前活动讲评反馈，优秀的为小组多加分，不写抄
袭的要扣分，充分调动学生的写作的积极性。尤其读学生的
优秀习作，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读习作要扩大范围，不限
于成绩好的同学，只只要有闪光点都有机会作范文来朗读，
这也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创作热情。

二、用周记随笔培养写作能力中的观察力和感悟力。
周记贴近学生生活，更能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更易于

学生抒发内心的真情实感。我要求学生一周写一篇周记。开
始学生多写成日记形式，记录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和感受，内
容单一。我慢慢引导学生把周记写成随笔，要求他们认真的
观察生活，细致描摹，多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形式上尽量
新颖灵活。在班级讲评时多往以上要求引导，慢慢学生的周
记鲜活起来，他们描写自习课是的世生百态惟妙惟肖，写老
师幽默传神，写心语带有带有青春的激情和感伤。周记的形
式也越来越新颖。我觉得学生的周记比作文写得好，作文的
文题和应试的要求束缚了学生的思维。

三、用小说诗歌等创作培养写作能力中的想象力和表
现力。

我有意识地进行一些些写分章节的小说的训练，如让学

生以生活为基础确立几个主人公，写发生在校园内的小故事，
下次还以这几个人物为主，再写另外的故事。慢慢地学生就
知道把几个故事的情节连贯起来，内容上互相照应，也可以
看做是一篇小说。

寒暑假期间，除了让学生读书外，我主要让他们尝试自
由创作。体裁不限，大胆尝试，不能抄袭，一些写作能力较
差的同学可以写日记。开学后，我从学生的习作中发现他们
巨大潜力，他们写得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有十几名同学写
出了上万字的小说，还有很多同学写出了优秀的散文、诗歌。

当然，学生的作品与成熟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大差距，题
材多以想象的的历险生活为主，里面有许多他们读过、看过
的作品的影子。他们还不太会写反映身边生活这类题材，这
还需要教师不断地去引导。

四、用作文习作培养写作能力中的社会性和创新性。
前几项训练侧重训练学生文学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能力，

侧重于文学表现力的训练。这些虽然也来源于生活，但毕竟
离初中生的生活还有一段距离，孩子们的创作大都来自阅读
经验。而课堂中的作文训练必须把孩子们拉回来，让他们多
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引导他们热爱生活，亲近自然。鼓励
他们表达真情实感，鼓励有创意的表达。

作文训练侧重从”实”入手，让学生写生活中真实的事，
从细微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感人的素材，细致描写，抒发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我告诉学生写叙事的文章要先感动自己，才
能感动别人。从心底流淌出的情感才是最具感人的力量。其
他的文体的训练侧重“新”字，做的题材新、角度新、形式
新、语言新，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写作训练跳出课本的限制，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定。结合教材和学生的实际，对各种
体裁也进行了灵活的训练。

经过这样的网式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大大增强，很多
孩子能写小说等文学性很高的体裁，写得非常精彩，在各类
作文竞赛中获得很多奖项。

我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使者，把我的学生引导到文学殿
堂的门口，让他们在不断的探索创造中成长，最终能走进文
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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