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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的实施策略
王　丽

贵州省遵义市第二十四中学　563100

摘　要：微写作就是微型写作，它是一种语言表达的需要，一般指字数在 200字以内的短小文章，要求语言精练、观点明确、
抒发情感等。微写作在生活中可应用在微小说、微故事、微博、微评论等方面，同时在近年的语文教学中也备受关注，并在

中考的试卷中多次出现，可见培养学生的微写作能力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对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的

实施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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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的开展意义
写作在语文的学习中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模块，写

作自身极具有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想
象空间，与自身的语文综合素养密切相关。据调查，不少初
中生不喜欢语文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不喜欢写作，甚至出现了
畏惧写作的心理，更加不愿意去动手写作，不去克服这种畏
难的心理很难提高语文写作水平。传统的语文写作教学中过
分强调系统化和序列化长期写作训练原则，这样的训练模式
会使学生更加害怕语文写作，加剧学生的畏难情绪。与传统
的写作训练模式不同，在初中写作教学中开展微写作的训练
模式能减轻学生的写作负担。更加灵活创新的写作模式和精
简的写作内容也可以大大减少学生写作时的心理压力，这也
是克服写作瓶颈的有效方法。

二、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的实施策略
（一）读写结合训练

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文质兼美的课文，可以作为学生
借鉴和学习的范本。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材中的
写作单元主题，引导学生完成读写结合的学习任务。可以从
教材中提取微写作主题，根据课文特点和行文结构，引导学
生积极主动地写作。

例如，教师可以从细节出发，布置微写作任务，在课堂
上留出充足的时间，让学生想象阿长是怎么买《山海经》的；
用第一人称续写杨绛听到老王死讯回家后的内心独白；描写
父亲“磨刀”时的心理活动。或者以“身边的小人物”为主
题展开写作训练，让学生从人物的外貌、心理、神态、动作
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围绕选择的主题展开更加系统的写作
训练。而且，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话题，在
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根据喜好完成写作训练，帮助学生消化和
理解知识点，在写作中展现才华。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
结合生活观察和经历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让写作学习实现
从句到段、从段到章的过渡，做到化整为零、化粗为细，在
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中让学生的写作思维更加灵活，帮助学
生积累更多的写作经验。运用微写作训练法，能切实提高学
生的写作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写作教学的稳步
发展。
（二）巧用阅读留白

语文是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学科，学生只有通过多阅读和
积累，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在学生
阅读课文内容时，教师可以巧妙运用留白，促进其深入阅读，
抓住课文主题领悟留白之处的内容，充分发挥想象和创作能
力，以此作为写作的切入点，创作出独特的作品。留白的艺

术手法最初是应用在我国绘画艺术中的一种构图方式，这种
方式并不是空洞和无意义的，而是通过以虚代实的方式，让
人对美进行遐想和回味。在教学中，有些课文在结尾处戛然
而止，为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创作空间。学生作为写作
的主体，通过阅读课文可以产生不同的想法，以此进行微写
作填补留白处。

例如，《孔乙己》中，作者在结尾处写道：“大约孔乙己
的确是死了。”此时便会让读者对孔乙己的最终命运产生遐
想。教师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理解对孔乙己的命运进行续写，
这样可以让学生的思维随着续写得到锻炼。
（三）组织自主训练

在微写作教学中，教师要有效整合有限的教材资源，帮
助学生把同类型的文章整合到一起，引导他们在理解分析的
基础上找到写作方向。通过打通教材，可以帮助学生积累写
作素材，更全面地掌握写作知识，引导他们树立写作自信，
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在写作学习中更加专注。

例如，学习《范进中举》一课，从报喜人的角度对范进
中举后精神崩溃场景进行描写，进行改变人称的写作训练。
在这种形式下，学生会从不同角度解读课文和人物特点，让
学生在小说的情境氛围中更容易理解写作小说的主要手法，
降低学习难度。在教材提供的场景中展开丰富的联想，通过
更多的细节，将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

作为一种现有的写作学习素材，实现课文之间的联通，
就能让学生在阅读学习中形成归纳总结的意识，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掌握知识迁移和运用的方法。在参考优秀作品的
条件下更有目地地完成微写作，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高效
完成写作教学任务，就能让语文教学更好地适应素质教育改
革的要求，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结语
微写作在初中语文课堂上的渗透，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

力快速提升，取得更明显的教学效果。长期坚持这种教学方
法，能让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灵活掌握不同题材的写作技
巧，让语言表达更有文采，写出的文章出类拔萃。教师要进
一步推动初中作文教学效率的提升，实现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和综合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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