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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活水之源，润写作之田

——挖掘教材有效写作训练点
李小亮

湖南省浏阳市荷花街道荷花初级中学　湖南　浏阳市　410300

摘　要：2016 年的《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为我们一线教师带来全新的理念，我们语文老师大都进行了一两次的教材培训，

也充分体验了这套教材“一课一得”的编排理念和文章的文质兼美，给我们语文老师的写作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阅读教材

贵在吸收，是输入；写作重在倾吐，是输出。我们怎样实现从读到写的转化呢？那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点，

充分利用我们身边的教材指导学生表达自己的内心，抒发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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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教学一直是我们语文老师教学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都会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自己很重视、学生却不

重视；花了很多时间批改、讲评、学生的作文水平却不见提

高。吕叔湘先生指出语文教学“高耗低效”现象，在作文教

学中体现的很充分。每个班上都有不动笔的孩子。有的确实

是不会写，因为不会写也就不愿意写，因此就就形成不会

写 -- 不愿写的恶性循环。

教材和写作是密切联系的，读和写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读了就写，趁热打铁 加深学生印象，提高写作水平，真正做

到学以致用。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

子，学生要学会举一反三，练习阅读和写作的熟练技能”其

真正意义是将阅读与写作融合到语文教学过程中。

那怎样向教材学写作呢？最为关键的是要能从教材中挖

掘其有效的写作训练点，从而解决“学什么”的问题

一、“学什么”——教材中写作训练点的挖掘与积累

（一）向教材要现成的写作素材——积累并运用

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文。这三怕中应该

最难解决最棘手的应该是作文。作文课不动笔或是抓耳挠腮，

半天都憋不出几个字，不是他们没有素材，而是他们不善于

积累、不善于发现而已。

所以语文教师要善于激发他们，让他们学会积累，懂得

如何积累，并养成积累的习惯。

向教材要语言材料并积累。教材中有大量的语言表达的

优美，如雅词、美句、精段，诗句等，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作

文的素材。学生背过的优美段落、古诗文、篇章，都是要会

应用到习作中去。还有一种积累，应该说是九年级备考用的

法宝 --- 写作素材的积累。就是从课文中的名人名家、课文

中的文学形象、课文中的主题几个方面进行积累，形成教材

“分类资料库”。考试时不管是微作文还是大作文，我们都就

可以信手拈来，不至于脑袋一篇空白。

（二）向教材挖掘写作训练点——借鉴并仿写

借鉴也是写作突破的重要手段，学写毛笔字是从临摹开

始，临摹到预定阶段，再博采众人之长，创立自己的书法风

格。写文章同样，课文是学生最好的仿写范本。但是教材没

有明确地为我们指出读写结合，以读促写的选练点，也没有

明确指出向课文哪些训练点可借鉴。这就需要我们深思而慎

取，选取切入点挖掘有效写作训练点。

①从教材中挖掘其结构层次，学习布局谋篇

习作训练中有一部分学生往往不知道如何下笔，难以把

握写作训练中的要求和目的，对素材的积累不能很好地运用，

更不能合理设计写作提纲。于是习作中条理不清晰，结构层

次杂乱，不管是记叙文、还是说明类小作文，还是议论类习

作，结构清晰，层次清楚，也会为我们高中写议论文打下坚

实的基础。那么怎样合理设计写作提纲，才能将自己所要表

达的内容做到条理清楚、详略得当呢？例如《狼》，把文章中

的“狼”转化为生活中的“困难 挫折”“困惑”等等，那就

可以借鉴其结构层次，按照遇狼（遇到困难）——惧狼（惧

怕困难——御狼（分析困难）——杀狼（解决困难）——议

狼（议论）布局谋篇了。

就像画画一样，今天我画橘子，明天画苹果，下次我就

可以用画橘子苹果的方法画香蕉。

作文的框架支好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样去填充

这个框架中的内容。特别是需要我们详写的部分。这就需要

我们用一系列的方法，这些方法也就来自于我们的教材中的

各种描写方法。

②从教材中挖掘细节刻画，学习描写方法

在众多的习作中，训练往往侧重于写人或叙事，为何有

的学生主题不突出，有的学生平淡如水，有的就像在聊天，

而形成所叙之事毫无具体生动感人的情节，所写的人物是无

形无象，无声无色。学生就是缺乏对人物的刻画。

朱自清的《背影》“车站买橘子”一段是彰显主题的重要

情节，作者力从父亲的服饰、动作、以及语言描写，去渗透

一种深沉的“爱”。这是一堂写作课中老师针对细节描写这个

提出的几个问题：

问题讨论一：朱自清先生是如何详写父亲为我买橘子这

一件事的？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一段与“父亲到月台那边千

辛万苦地为我买橘子”比较，哪个更形象具体？为什么？

通过这个比较，一下就明白这种人物刻画我们可以叫

“慢镜头展示”，就是将需要详写的部分进行过程拉长。我们

的习作中就可以大胆运用这种“慢镜头展示”的方法。慢镜

头展示其实就是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段拉长，适合详写，那么

略写就是将时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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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向教材挖掘其表现技巧，学习表现形式

如《济南的冬天》，课后习题第三题：就是赏析拟人的句

子。 如果在教学中只将视角全然放在表达效果的理解上，显

然就失去了修辞教学的真正意义。因此在讲解这道习题时就

不能只局限于修辞手法效果的理解，还应教会学生学会运用，

这才是语文的教学目的，学语文，用语文，在生活中用语文，

现在不管是语文考试还是作文，都是在生活中运用语文。所

以在将这道题时可以迁移到：教材是用拟人手法写济南，我

们就要求学生用拟人手法写浏阳，他用拟人手法写那点儿薄

雪，我们就写浏阳下的那雪粒子。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

名家名篇。

我们还可以挖掘其调动各种感官的写景方法。《春》是一

篇精美的写景抒情散文，作者在描绘春景时分别才能够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去写，或者各种感官交替使用。

对比手法的运用等表现手法都可以在我们的教材中挖掘

并运用到我们的写作中去的。

④向教材挖掘其表达方式，学会情感表达

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怎样的才算是有感情？因此我

在写作前喜欢问学生：你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或这个人？如果

要表达你对这件事的看法，你就在字里行间表露出来，喜欢

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就是直接抒情。而托物言

志的手法在初中阶段的学生习作中是完全可以熟练运用的。

一篇文章要写的有深意，就应以物传情，由物及人。疫情期

间同学们写的就有篇《枣树》，既是模仿《白杨礼赞》也是模

仿《秋天的怀念》中托一个物寄托自己对某人的思念之情的

佳作。

如果能从教材中挖到以上写作的几个训练点，并层层加

码，次次提升，写了三年后学生的习作是有血有肉，有情

有感。

二 、怎么学——写作训练点运用的关键

也就是解决怎么学，通过什么途经能实现从读——写的

转化呢？

首先要把握能巧架“读 -- 写”的桥梁，从而实现从读到

写的转化过程。   从读到写，是有一个过程。读，是吸收知

识。写，是运用知识。从前者到后者必须通过实践，才能把

获得的知识转化为技能这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我们要擅长

运用各种方法，架起从读到写的桥梁，其实就是架起理解与

内化的桥梁，让学生的阅读顺利地生成文本。

①情感激活，勇于创作

很多课文本身就蕴含着深深的情感，尤其当这种情感具

有普适性，学生很容易与这种情感产生共鸣，从而文思泉涌。

或者在文学课本中能发现文学其实就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

贴近。如：书中有了不起的大人物、平凡的小人物，我们生

活中也有，我们要激发他们这种对小人物的观察与关注，从

而引发我们对这小人物的创造。学习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藤野先生》，学生从鲁迅先生笔下认识不一样的老

师，猛然也会发现站在台上的老师也有些不同，有她自己独

有的特点。

②利用习题，及时练笔

读写结合，利用课后习题趁热打铁，及时练笔。

读写结合的教学理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前学界

对读写结合教学实践的主要形式是随文写作教学。也就是在

课文教学中，寻找写作契合点，对学生进行写作知识教学，

辅之简短的微作文训练。这个时候课后习题就给了我们一个

明确的写作训练点，可采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帮助学生“趁热”

进行素材积累、技法提炼以及“知识 --- 能力”转化训练。

总而言之，阅读教学要与写作教学紧密联系，从教材中

挖掘有效写作训练点，让教材成为同学们写作的活水之源，

有效完成从读到写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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