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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杨达强

贵州省六盘水市第十九中学　贵州六盘水　553040

摘　要：语文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关键学科，学好语文不仅要求学生拥有良好的阅读能力，同时还要求学生能够正确有效

地运用文字，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在教育不断发展的当下，素质教育被视作重中之重，而提升学生的文字运用能力又是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要重视语文写作。因此，本文分析了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供广大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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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is a key subject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Learning Chinese not only requires students to have 
good reading ability， but also requires students to be able to use words correctly and effectively， and to have a certain ability to expres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top priority， and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word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refore，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hinese writ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omposi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majority of relevant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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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综合性的创作活动，它可以体现学生的语言文字
功底、文化知识储备及语文知识的应用能力等各方面综合素
质。作文的文体和语言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语文教师在作
文教学中应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充分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和
创新精神。在初中阶段，学生的思想和思维都在逐步转型，此
时，教师既要充分把握他们青春期的心理特点，又要尊重他们
的个性，并创新课堂授课形式，让他们在探究、评价中享受
写作的乐趣，并着力创作出具有一定思想内涵和个性的作品。

一、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式单一
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在开展写作教学时没有较好的教学

模式，只是单一的“一言堂”教学。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
师和学生难以进行良好有效的交流沟通，双方之间会形成一
道无形的隔阂，教师不知道学生的真正想法，无法完成知识
的高效传授。而学生仅仅只能听教师的讲述，长此以往就会
觉得枯燥无味，很难产生学习的兴趣，达不到有效学习的效
果。如此一来，学生的写作能力就很难得到提升，对文字的
运用能力较差，严重地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质量。

（二）写作教学模式化
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写作教学模式化是一个非常常见

的现象。在日常写作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循规蹈矩地讲解
写作的立意、结构、题目、范文等，命题式或半命题式作文
是主要开展的写作形式。如此便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作
力，把学生的思维禁锢在了条条框框里，很难再有突破和创
新。此外，为了在考试中提升成绩，获得理想的分数，教师
往往教授学生固定的写作模式，在作文结构上受到了限制，
从而出现了作文模式千篇一律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陈旧的评价机制
影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水平提升的原因，不但是在教学

方法，还在于评价机制的不健全。其次，由于语文教师工作
压力大，任务重，对学生的作文大多都来不及细看，所以对
于学生作文评价，也仅仅看字数和书写的整齐度。再加上简
单的分数或等级评价，让教师对学生作文中的个性和闪光点
缺少挖掘，更缺少积极的引导与提升，也就错过了提升学生
写作水平的最佳契机，大量学生作文缺少自由、灵性、激情，
更缺少深度、广度和思辨。

二、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创造写作情境，激发写作灵感
虽然新课程标准中一再强调写作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但是教师和学生对这方面的关注还较少。当前，很多初中生
缺少写作灵感，针对某一话题不知如何写作，只知参照例文、
模板，仿佛已丧失了自主写作的能力。考虑到这种情况，教
师要“抛砖引玉”，帮助学生找到写作灵感，让学生意识到，
写作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努力、用心，就能有收获。教师
可利用多媒体技术，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构建写作情境，
从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与写作灵感。

例如，在教授《皇帝的新装》时，由于很多学生之前就已
经读过这一故事，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重温故事内容的同时，
让他们进一步感受童话故事的奇特想象，进而激发他们的奇特
想法。课堂伊始，教师可指导学生朗读这篇童话故事，要求他
们要有感染力、有感情的朗读，突出童话故事的奇思妙想。此
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相应的视频短片，让学生回忆
故事情境。在学习完这篇童话故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读
后续写，根据自己对人物的了解，重构故事情节，实现写作上
的创新。这样的教学模式能有效弥补传统教学中缺少场景体验
的不足，激发学生新的写作灵感，让他们有的放矢地创作。

（二）挖掘教材，阅读中引导仿写
在初中写作教学中，除专门设立写作课堂，教师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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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教学中渗透写作练习也是很好的教学方式。写作的练习
是多元、开放的，可以是“阅读 + 仿写”的形式，也可以是

“观察 + 随感”的形式……教师只有利用好教材这一载体，才
能在授课中将阅读与仿写有机融合，促进学生在仿写中高效
掌握写作方法、技巧，并学会积累有用素材。这就需要教师
转变思想观念，深研教材内容，合理把控教学目标和教学任
务，巧妙设计教学活动，对学生予以恰到好处的指引。例如，
在教学《社戏》这篇课文时，教师就可以深研这篇生动的短
篇小说，进而在授课过程中多角度引导学生仿写，小到“景
物描写”大到“小说整篇构思”，以及行文间的巧妙艺术手
法，都可以引导学生模仿。

例如，《社戏》中的景物描写较为细致、逼真，尤其是那
些关于“碧绿的豆麦天地”“水气中朦胧的月色”“淡黑的连
山”“星点的渔火”等景物的描写生动传神，作者融情于景，
恰到好处。教师可以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段落，让学生顺势仿
写“夏天的夜景”，重点让学生掌握细致描写景物的方法，并
融入思想感情，同时模仿作者的语言，使文字更生动。同时，
教师通过向学生讲解：“课文中描述的都是江南水乡特色的景
物，把‘社戏 ’ 置于这样的背景中，使它自然而然带有了南
方社戏别具一格的神韵风致”，引导学生学习作者以小见大的
借景抒情方式，通过描写景物来表达对家乡、对一片土地的
热爱之情，从而学会在品味事物中形成较为大气的格局、较
高的思想境界，让文章意味深长。在教学整篇课文后，教师
还可以布置整篇仿写作业，让学生学习作者巧妙的构思和起
伏有致、情趣盎然的情节安排等。

（三）组织小组合作，增强学习氛围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广泛应用于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学习

模式，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之间展开互动、交流，小组成
员都各尽所能，抒发自己的想法。组织小组合作的重要前提
是科学合理地分组，在一个学习小组中，大家的水平难免参
差不齐，这也正为学生接下来的学习提供了空间。初中生的
知识水平和学习经验有限，解决问题的思路存在局限性。但
是集体讨论能很好地拓宽学生的思路，使学生碰撞出思维的
火花。因此，教师可组织小组合作，让学生深入交流，从而
营造良好的写作氛围。

例如，在教授《故乡》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让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从而激发出更多的想法。每个人对故
乡的感知都是不同的，将每个学生的想法集中起来，便能产
生更多不同的想法。故乡对学生来讲也是比较熟悉的话题，
一提到这两个字，学生的思路很容易被打开，他们渴望表达
内心的情感。鼓励学生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也是作文教学
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学生的思想如泉水般涌出，便不愁他
们无话可写了。除此之外，在学生进行小组合作交流的过程
中，教师不要总在讲台上站着，而是需要在教室内来回走动，
参与到学生的交流过程中。这样也能更好地营造班内的学习
氛围，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四）重视评价，讨论中提升能力
著名作家何其芳说过：“古往今来，凡是文章写得好的

人，大概都在修改上用过功夫。”可见，一篇优秀的作文离不
开准确到位的评价和后期的深耕、修改，学生唯有明确知晓
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主动寻求完善自己的方法，进而提升
写作能力。尤其是在素质教育的当下，不能写出一篇合格的
作文，意味着学生某方面的语文能力或某方面素质有待提高，
并非改掉学生作文的错误即可。因此，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
中要格外重视对学生写作的评价，建立相对健全的评价体系，

其中包含多角度的评价内容（语言应用能力、语文知识的积
累、思维的创新等），使教师既能够通过评价、打分的方式全
方位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又能使学生通过评价活动形成正
确的自我认知。

此外，教师还可以创新评价模式，给予学生评价的主动
权，让学生之间互相评价，共同提高。基于此，教师可以挑
选学生习作中有代表性的作文，让全班学生一起发表评价，
也可进行组内、组间、同桌间的互相评价，让学生在互评互
动中取长补短，既明确他人的问题又反思自己的不足。在学
生间的互评过程中，教师要全程跟进，掌握学生的动态，必
要时予以适时、适当的引导、纠正和总结，还要重点提醒学
生“不要嘲笑他人的劣势或鄙视别人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活
动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
力、批评质疑能力、倾听总结能力等综合能力，并且有利于
学生养成谦虚、包容的美好品质。

（五）搭建随身课堂，丰富教学素材
过去，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途径、

教学渠道都较少，影响了学生的发展，不利于学生深刻了解
语文学科的内涵。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教师可利
用的教学手段越来越多，在课堂上也可更加生动地展现知识，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文化知识，从而逐步树立起文化意识。
综合以往的教学经验不难发现，教师的写作教学存在局限性，
教学资源、教学素材也较欠缺，无法从头到尾、脉络清晰
地呈现出一堂好课。除此之外，教师也不能保证提供了教学
素材后，学生就能按部就班地展开学习。因此，教师可搭建

“随身课堂”，让学生能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积累素材。写作
是个人经验的一种积累，只有勤练习，才能够迸发出自己的
想法。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让学生掌握写作本领，
有写作的欲望。

（六）扩展课外阅读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阅读的升华。只有阅读量达

到一定程度，学生才会有足够的词汇和技巧去进行自己的写
作创造。所以，要打好写作的基础就要学生进行拓展阅读，
积累写作素材，以提高作文水平。此外，在进行大量阅读后，
学生的词汇积累得到很大提升，知识面也能得到很大的拓展，
语文感知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感就得
到了很好的培养，写作能力也会得到显著提高。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语文教师，要想改变作文教学现状，提

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作文写作水平，就要面对问题，反思原
因，了解学生情况，然后转变传统思想，打破单一的教学模
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大胆创新，另辟蹊径，改进方法，才能
全面提高学生写作能力与作文水平，最大限度实现语文作文
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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