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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强化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手段
杨敬猛

江西省安义县石鼻中学　江西　安义　330506

摘　要：语文是学生整个学习生涯中一门最为基础的学科，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针对初中语文写作现状，提出一系列写作策略，旨在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逐渐培养其文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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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文在语文教学中贯穿始终，是文本和生活相结合的最

好体现，是自我与世界联系的有效方式。学生初学写作，素

材积累较少，而且也不太明确如何选取素材、筛选素材，所

以就感到无话可说。从初学写作开始，教师就要善于让学生

体验丰富的生活，积累生活中有趣的故事，有意识地养成记

忆和思考的习惯。本文从写作教学现状出发，对作文素材的

积累方法进行论述。

二、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现状

纵观各级考试，作文在语文测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

是学生们还是“谈作文而色变”。学生对于写作的恐惧感，使

教师非常苦恼。从教师安排题目开始，学生便抓耳挠腮，不

知从何下笔，即使搜肠刮肚，写出来的作品也是空洞的，缺

少鲜活的生命力，也没有感染力。学生的写作内容总是随着毫

无头绪的思路东西乱扯，或者跟随程式化的套路照搬照抄，把

别人的故事强抢过来。其实，这种害怕写作和卜笔空洞的现象

都是因为学生没有相应的生活体验，没有可利用的素材，大脑

中没有明确的影像反馈出来。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在低年

级语文教学中，教师在写话之初、在造句之始，限制了学生的

真情表达的欲望和能力，脱离了写作是“我手写我心”的真

谛。所以，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如何有效指导学生写作

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引发了语文教师的广泛思考。

三、强化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手段

（一）走进大自然，发现大自然中的美

大自然是孕育生命的摇篮，自然生活可以带给作文无穷

的生机与强大的活力。学生真真切切地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

触，用心体会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用心感受大自然中的生

命脉动，才会获得最真切的感受。因此，教师和家长要经常

带领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让学生去大自然中看风起云涌，

沐浴阳光，听鸟语，品花香，从自然中获得写作的灵感。例

如，在让学生写与春天有关的作文时，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

一次踏青郊游的户外活动，让学生自由准备活动材料，自由

地感受大自然。从天上的悠悠白云到山下的青青小草，从广

阔田野中五颜六色的鲜花到各种各样奇特的昆虫，学生切实

感受到了大自然中飘荡着的那份清爽。教师便让学生将自己

的各种体会用笔完整地记录卜来，并组织习作大赛，让学生

都参与进来。回到教室，每个学生都有说不完的话，都有无

穷的感受，主动开始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得有声有色，

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想法。

（二）品析经典文本，它石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鼓励学生在写作中积极借鉴

其他经典的文本，将其中的好词好句记录下来，并进行分门
别类的整理。同时还可以写上自己阅读这些文字的感悟，又
或者尝试展开仿写的活动。鼓励学生阅读经典的作品，并思
考这些作品中有哪些词句描写生动，耐人寻味，并尝试将其
收集起来。鼓励学生用自己的作文为例子，思考如何才能对
其进行优化，尝试换掉其中的某些动词，用更准确的动词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鼓励学生记录下好词好句，又或者写下
富有深刻哲理的段落，展现深厚情感的文字。在品味经典文
本的过程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的写作素材。这样学生在创作记叙文的时候就会更灵活地
加以运用，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通过多元借鉴、积极观察、
收集整理等方法，学生能逐步积累素材，掌握写作的技巧，
此时再安排学生展开记叙文的创作活动，学生就能写出更具
有个性化的作品。
（三）以问题意识升华立意

一篇优秀的作文在文章的立意上一定是深刻的，所以在
教授学生学习作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还常常通过提问的方式
来帮助学生加深对写作内容的认识，使学生能够将自己的文
章立意进行升华。这样能够让学生的作文水平大大提升，并
能够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训练，由此使学生在以后的写作过程
中也能够深入地进行学习。教授学生写作故事性较强的作文
时，就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加深学生对作文的理解，使学
生的作文立意得以升华。故事是学生都比较喜爱看的一种文
体形式，但故事内容不能仅仅是平淡的事件阐述，还需要体
现出故事中的道理，让人们在阅读故事之后能够从中悟出生
活中的析理，这样的故事才是好的故事。所以在练习过程中，
教师可让学生先将自己想要写出来的故事内容表达出来，之
后再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生的深入理解。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教师要消除学生对作文的恐惧，让写作变得
自然而然，是有感而发，是不得不发。教师还要让学生在写
作时能根据作文主题内容的需要对这些素材进行个性化处理，
使素材更适合作文的需要，创作出更优秀的作文。只有这样，
学生才会善于表达，乐于表达，提高语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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