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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张国锋

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学校　黑龙江　宁安　157400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兴趣是创

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德国教育家

第斯多惠曾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

励、唤醒、鼓舞”。写作是一种潜能，需要老师去唤醒、去挖

掘。只有引导学生喜欢作文，把写作文当作一件快乐的事，

那么所有的写作活动都会被当作一种礼物来赠送，我们的学

生当然是乐意接受这种赠送的。这样，作文就成为学生心灵

的释放，是对自己心境最好的诠释，是自身一次完美的挑战。

一、听、读、写结合 ，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激活学
生的写作兴趣

尝试将写作训练与听、说训练相结合。作文与说话不是

互不相干的两回事 ，在日常语文教学中要注重说话能力的训

练。如学完某课后，让学生谈谈感受，或针对某一人物谈谈

看法。可以让学生稍加思考后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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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说的写到纸上便是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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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

的语言训练要求人人参与 ，可以讲故事、可以谈名言的体会 
，意在调动每位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和参与意识。课堂上，读

的学生绘声绘色，尽情展现自己的写作才能；听的学生细致

认真，锻炼了概括提炼能力；评议的学生尽可能用简明的语

言给予公正的评价，无形中增强了表情达意的能力与品评欣

赏能力。这种训练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激活

了学生的写作兴趣。

二、以“媒”相诱，激发学生想写的兴趣。

运用声像媒体，创设的习作情境，激起学生想写的愿

望。学生突破习作时“无话可说”、“无事可写”的难点。运

用直观、形象、新颖、感染力、可视性强的多媒体调动学生

观察、思维、联想和想象等智力因素，以及动机、兴趣、情

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都参与习作活动，并使之相互作用，

形成最佳的心理状态，让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感

官交替使用，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集中注意力。汶川地

震中，一位母亲用弯曲的身躯挽救了自己四个月大的孩子，

这诠释了母爱的伟大。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这幅画面，让学

生习作感悟母爱的文章，学生看了这幅动人的画面，“有话可

说”“有话想说”，对作文产生“想写”的兴趣。

三、范文引路，增强写作兴趣。

作文训练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祖国语言的能

力，针对初中学生阅历浅、知识面窄、视野不阔的特点，可

以用抛砖引玉的方式，开启思维，诱发创作。在作文训练课

上，我注重了导语的设计、写作意境的渲染与写作的指导。

针对一些不好写的训练题目，尝试了“佳作引路——学生评

价——老师点拨——学生再创”的作文训练形式。学生在例

文的引导下，拓宽视野，活跃思维，在品评鉴赏中，学到了

有利于写作的语言技巧、写作方法等。这样，解决了学生无

话可说的难题，在训练中也提高了写作能力，如此训练，学

生易产生写作灵感，增强写作兴趣。

四、以课文为依托 ，架构作文与生活的桥梁。生活是
写作的源泉

因此作文命题设计应贴近生活，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谁来架构生活与写作之间的桥梁 ? 课文就能担此重任。随着

教改的不断深入、教材版本的不断更新，课文内容也越来越

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这些文章不仅能给人以美的熏陶，而

且能起到典范作用。因此，作文教学以课文为范例，可谓就

地取材，两全其美。例如，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

科书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选取的文章都是反映民俗风情的。

学习中我注意情感的渲染、写作技巧的总结归纳，巧妙地运

用迁移思维，将学生引领到现实生活中来，进行写作。单元

教学结束后，我设计了相关的训练内容，介绍你家乡的民俗

文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课文为范文，迁移思维，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去写作，

为学生更好的展现自我架构了桥梁，学生在学以致用中，品

尝到了写作的乐趣，增强了写作的信心。

五、用赏识的语言评价学生的作文，激发学生的写作
兴趣。

有的教师很吝啬，作文的评语大多指出学生作文中的缺

点和不足。这对于学生来说很难激起他写作的欲望。我在作

文批改时很注意评语，每次多表扬，只提一点建议。而且讲

评时多使用赏识的语言。将上次作文写得好的和进步大的，

逐一提名表扬，将优秀作文（整篇或选段）进行范读，不仅

是对作者的极大鼓励，而且会使其他同学产生羡慕和学习心

理特别是在原有基础上有点滴进步的同学。差生作文面批，

并划出”闪光点”。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作文能得到大家的重

视和赞同，为了满足他们这种心理需求，我利用晨读、鉴赏

课前几分钟的时间随时将批改中发现的优秀作文进行朗诵。

六、开放课堂，培养学生兴趣

在应试教育的禁锢下，学生的生活范围只是校园小天地

再加家庭鸽子笼，生活程式只是围绕读书这个中心环节的机

械式动作，而生活内容则局限于课堂内外的无休止训练。这

种紧张而单调的生活节奏，使学生失去品味生活的机会。这

样，学生的作文只能是隔靴搔痒，闭门造车。

为克服这种弊端，教师首先要放开眼光，给学生足够的

时间和空间，为开拓学生视野，推荐学生看《小小说选刊》

《散文》《科幻世界》等。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和摘记的方法。

这既开拓了阅读领域，又提高了文学素养，关键是学生积累

了写作素材。有了生活的积累，学生才会有写作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