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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教师改进写作教学的策略探讨 ①

苏巧新
（长沙市少年宫，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５）

摘　要：基于初中生写作能力不高、畏惧写作和初中语文教师视写作教学为语文教学中难啃的硬骨头、写作教学存

在诸多问题的现实，初中语文教师可以从充分认识写作教学对学生成长的作用、改进课堂写作教学、引导学生提高写作

能力、提升自身综合素养四方面采取改进写作教学的针对性策略。

关键词：写作教学；语文教学；初中语文；语文教师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３．３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５－０５

进行写作教学、培养学生写作能力是语文教师教学的重要任务，然而，写作教学始终是语文教学中

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初中写作教学更是任务艰巨。笔者前期的研究表明，初中生写作热情低、写作困难、

写作能力不高，畏惧写作；初中语文教师视写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拦路虎，是块难啃又必须啃的硬骨头，

并承认在写作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期待改进［１］。因此，探讨初中语文教师改进写作教学的针对性策

略非常必要而迫切。

１　充分认识写作教学对学生成长的作用
写作就是作为鲜活生命个体的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自己想说的事，抒自己想抒的情的活动。写作教

学是对话教学，教师和学生在真诚、平等、合作的对话过程中彼此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和提升自己［２］２９３。

对话能使学生成为教师式的学生，也能使教师成为学生式的教师，使教师在教和被教、学生在被教和教

的同时，实现共同成长与发展［３］３８。初中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写作教学在提升初中生语文素养及促

进他们发展方面的作用。

１．１　写作教学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主要途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版）（下简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必须使学生获得基

本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主要包括语言积累、语感、思维、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

能力、祖国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４］初中写作教学无论是在引导学

生积累素材、体验生活的写作准备阶段，或是在创设轻松的写作环境让学生自由表达的写作阶段，还是

在分享学生的劳动成果并对学生习作改评的阶段，都离不开学生语言文字的口头表达与书面语运用。

也就是说，通过写作教学，学生积累知识，丰富情感，端正态度，完善对外界事物和人物的看法与价值判

断，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得以提高，这些自然促进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１．２　写作教学是促进初中生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发展心理学中，发展强调个体身心有次序的变化［５］８。维果斯基认为：“学校教学是学生发展的源

泉。”［６］１２根据语文课程要“促进学生和谐发展”的要求［４］，写作教学也要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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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在指导学生有序、细致地观察的时候，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在引导学生选择恰当表达方式、

运用合适修辞手法、表达合理见解的时候，强化了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深化了对情感的领悟，并使思考更

有深度；在引导学生参与写作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想象、思维等诸多认知心理

品质，历练了学生的情感、态度、意志，自然而然促进了学生的心理机能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进而促进

了学生发展与成长。

２　开展写作教学改革
２．１　进行有效写作教学

有效教学是针对无效、负效、低效的教学而提出的，是有效果、有效益、有效率的教学［７］２７。实现有

效教学为广大教师所追求，也应是初中语文教师的追求，语文教师要努力进行有效写作教学。

首先，应牢记并让学生明了写作教学的目标。参照《课程标准》关于初中阶段写作教学要使初中生

“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的具体

目标［４］，初中语文教师应该牢记并让学生明了写作教学的目标，并在教学中始终贯彻落实写作教学的

目标。

其次，应传递对学生的爱。在写作教学中，教师爱孩子，孩子才会爱写作。孩子感受到教师的爱，便

会“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效其行”。充满关爱的写作课堂才能使学生愿意接受教师的指导，写作教

学才有提升有效性的可能。

再次，应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实现课堂有效教学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师生关

系体现为合作、默契、和谐。合作，指师生彼此配合，相互促进。默契，指师生感情共鸣，心灵上相通。和

谐，指师生在合作和默契基础上达成的关系协调一致。师生合作、默契、和谐，自然学生学习写作的兴趣

浓厚，参与写作的热情高涨，写作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写作的效果更好。

最后，应提高课堂吸引力。笔者发现，高达５２．７％的初中生认为乐趣少［１］，可见，初中作文课吸引

力低。因此，教师必须提高写作课堂吸引力，要从精选作文选题，改进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写

作，增加师生、生生互动机会，激发学生学习写作动机，引导学生参与与投入等方面提高课堂吸引力。

２．２　注重习作片段教学
《课程标准》要求“写作教学应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但在写作教学中遵循这一要求教学并

不易，因为很多学生都害怕、懒于写作，语文教师也常为此头痛。因而，必须注重习作片段教学，化解难

点。所谓注重习作片段教学就是教引导学生经常、随处动笔，记写生活的片段。笔者在多年写作教学中

也发现，期望一步实现初中写作教学总目标很难甚至不可能，但将总目标分解成多个子目标，再“逐个

击破”，达成子目标，然后将子目标整合，就可实现总目标［８］４３－４４。

２．３　丰富习作修改、评价、展示方法
提高写作教学有效性，要改进习作评改，具体可采用以下方法：

一是开设“作文诊所”。学生的作文有点小问题很正常，有了小问题，师生一起分析，对症下药。范

凤仙老师在班上首开“作文诊所”［９］，帮助学生修改习作，效果很好。具体做法是：老师当“作文诊所”所

长，学生都是“实习医生”，谁开的药方最准确，谁就最先拿到“就医合格症”。全班同学兴致勃勃地当

“医生”，给“病号作文”看病。病号作文的作者也都乐呵呵地接受“治疗”。

二是学生学习修改作文。很多老师喜欢一个人包揽批改学生作文，其实完全不必这样，学生也可以

掌握修改作文的方法，修改自己或者别人的作文。教师也可以带领学生阅读一些作家、编辑等专业人士

谈写作修改的文献，这是一种让学生很受益的方法，学生能学以致用。

三是教师评价作文，启用双重评价标准。启用双重标准就是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评价标准［１０］，

让写作水平不同的学生都得到鼓舞与激励。对于写作基础较差的同学，适当减低评价标准，以保护其自

尊心与对写作的兴趣；对于写作功底扎实的同学，评价标准则可高点，以促进其向更高目标迈进。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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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启用双重标准时要注意两点：第一，双重标准只适用于对平时作文的评价，不适用对考试、竞

赛等检测或选拔性作文的评价；第二，只能偶尔为之，对同一个学生不能一以贯之。

四是珍视学生习作。学生的习作不是普通作业，是付出了智慧和心血的成果，应得到珍视和尊重。

教师应带着欣赏的眼光、孩子的眼光虔诚、郑重地去阅读、评判学生的习作，多挖亮点，少挑刺。不仅要

尊重学生的言说，还要努力理解学生言说的目的、方式、技巧，切不可以高高在上的姿势、以成人的视角

与思维来理解、评判学生的习作。要以读者的身份阅读学生的习作，并努力充当学生习作的知音，必要

的时候，可以当学生的“粉丝”。要对学生的习作树立“作品”意识，喜爱、欣赏学生的“作品”，并享受其

带来的快乐。教师珍视学生的习作，学生才会格外喜欢和认真写作，才会用心对待自己的习作。

五是为学生习作搭建展示舞台。对于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习作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更

激动。为此，教师在评改作文的环节，应为学生习作提供多种多样的展示平台。笔者的写作教学实践表

明，可以采取以下方法：请同学或由老师在课堂上诵读优秀习作；在班级设置优秀习作展示墙（或黑板

报），定期更换；汇编班级同学优秀习作集，每学期至少汇编一本；组织每个同学在初中阶段出一本个人

习作集；老师推荐学生习作到报纸、杂志上发表；办有优秀习作的班级手抄报纸；建立班级微信群与 ＱＱ
群，鼓励班级同学上传习作，互相阅读和交流；建立班级网站或博客，优秀习作在网上发表；鼓励建立学

生个人博客，及时将自己的习作发表；组织同学对博客习作进行跟帖评价，提出建议；出电子版文学刊

物等。

３　引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
３．１　激发学生学习内部动力，让学生爱上写作

没有写作动机，难以自发产生并维持写作活动。强烈的写作动机能使学生产生写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黄静老师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写作结果的反馈与评价、奖励与惩罚、写作课堂目标

结构三方面激发初中生写作动机，把“要我写”的被动变成“我要写”的主动［１１］。管建刚老师基于学生

写作动机不强烈的原因［１２］，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激发学生写作动机、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的

方法。他确信，当学生被各种写作活动吸引的时候，写作就逐渐成为内在的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写作动

机和浓厚的写作兴趣。当班级整体写作状态有所回落的时候，通过举行最受欢迎的写作、没有错别字的

写作、最另类的写作、构思最巧妙的写作、引起轰动的写作等评比或竞赛，使学生萌发写作动机、迸发写

作热情。

３．２　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
学生畏惧作文的原因排除教师教学方法欠妥等客观原因外，最根本原因便是学生没有东西可写，也

就是没有写作素材。因此，教师为了让学生爱写作文、写好作文，先要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个体与

自然对话、与生活对话、与一切对象对话是丰富“自我话语”的主要途径［２］２７４，也是丰富写作素材、提高

写作能力的前提。教师引导学生积累素材的途径很多，主要包括：在观察中积累，引导学生留心观察生

活万象、投入主题实践活动、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背诵古诗词、及时记录成长瞬间，生活有多宽广，素材

就有多丰富；在阅读中积累，引导学生阅读，阅读能打开精彩纷呈的世界；在实践活动中积累，引导学生

实践，实践活动令体验深刻难忘；在背诵中积累，引导学生背诵，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这些途径，把生

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及时记录下来，这不仅会积累丰富鲜活的写作素材，还会让生命更具活力。

３．３　引导学生掌握写作技巧
写作技巧就是写作的技艺、技法，是作者为叙事表情达意而采取的有效艺术手段。对学生来说，掌

握写作技巧，是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基本功，为此，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写作技巧。一是引导学生掌握

一体化四步构思法。一体化四步构思法是程帆《１５年中考满分作文》中总结出的应试作文实用技
法［１３］。即在构思一篇文章时，必须确定一条线索、明确一个主题、找到一种素材组合方式、确定一个重

点（四步），这样在写文章时才能思路清楚，成为一个整体（一体）。二是引导学生掌握修辞手法。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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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写人记事时，掌握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等常用的修辞手法，并灵活运用，

以增添作文的生机与感染力。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学习的课文、阅读的课外读物或同学们习作中的修辞

手法赏析、体会、仿写，引导学生了解各种修辞手法的表现形式、特点与作用，并有意识地进行专项练习，

要求学生熟读、摘录、背诵、仿写，再个性化运用。

３．４　引导学生掌握表达方法
叙述、描写、说明、抒情、议论是常用的表达方式，教师自己要清楚这几种表达方法的特点、运用场合

与运用技巧，也要引导学生掌握这几种表达方法，弄明白何时和如何使用这几种表达方法。叙述是记叙

性文章展开情节、交代人物活动和事件经过的表达方式。描写就是用色彩鲜明、立体感强、生动形象的

文字语言把表述对象的状态生动、具体地描绘出来，给人以栩栩如生、身临其境之感的表达方式。抒情

即表达情思、抒发情感的表达方式。议论是评论人或事物的是非、高低、好坏的表达方式。说明是用简

明扼要的文字，把事物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解说清楚的表达方式。

语文教学的大量时间都用在阅读教学上，课文是很好的范本，课文中根据需要灵活、巧妙地运用了

上述这些表达方式。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应该引导学生进行阅读交流：课文的表达方式有哪些，分

别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价值等？对课文中典型的运用表达方法实现了叙述动人、描写细腻、说明清晰、抒

情走心、议论深刻的文字，应该要求学生采用摘抄分享、诵读记忆等形式学习。熟能生巧，学生见多了，

积累多了，便能分清写作什么样的文体用怎样的表达方法。

４　提升自身综合素养
初中教师往往既从事语文阅读教学工作，又从事写作教学工作。很多语文教师对阅读教学的钻研

是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但对于写作教学，则没有足够重视。其实，对写作教学教师的要求应该更高，

语文教师除了具备一般语文教师的基本素养，如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厚的文学功底，娴熟的语言文字驾

驭能力，还应积累一定的写作专业理论与写作实践经验。

４．１　加强理论学习
理论指导行动，语文教师必须加强理论学习。

一是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学习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有机地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往往

能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和出乎意料的收获。教育、教学理论很多，与写作教学密切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后现代教育理论，初中语文教师要学习这些理论，并以这些理论

指导写作教学。

二是学习《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就初中写作教学有具体目标、建议与要求，是初中语文教师实

施写作教学的纲领和行动指南，初中语文教师应该认真学习和理解掌握。教师通过学习，明了和熟知写

作教学应使学生“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

式写作”的教学目标、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表达真情实感”的教学建

议、写作教学应“注重写作过程中搜集素材、构思立意、列纲起草、修改加工等环节，提高独立写作能力”

的教学要求［４］，并在写作教学实践中贯彻落实，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改进写作教学。

三是学习写作教学理论。初中语文教师要学习的写作学理论主要包括：林可夫的“写作能力论”，

强调培养学生观察、采集、构思、想象、开合、思索、结构、语言、修改９种写作基础能力［１４］；都本忱的“写

作系统工程论”，把整个写作教学看成一个复杂开放系统，在综合分析写作教学系统基础上，设计优化

方案进行教学，使写作者能力定向提高［１５］；高原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从观察能

力训练、分析能力训练、表达能力训练第次进行［１６］；常青的“分格写作法”，以分格为特点，先分格，后合

格，先立格，后破格，分散难点，各个击破，培养学生写作基本功［１７］。

４．２　博览群书
语文教师要求学生拥有丰富的“所知”，自己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所知”丰富的人。因此，语文教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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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博览群书。一是阅读中外文学著作。要尽量多读经典的中外文学名著，多读经典的中外儿童文学

名著，要细细品读获得若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要认真精读《课程标准》中推荐给学生阅读的书籍。二是

阅读写作理论与初中写作教学的著作。如阅读刘勰的《文心雕龙》、叶圣陶的《文心》、万志彬等编著的

《二十世纪写作理论史》、哈德费尔德的《写作教学》、何明的《写作教学论》等，阅读潘新和、王尚文、钱

梦龙、魏书生、李镇西、刘建琼等活跃在写作教学研究领域的名家、名师的著作。

４．３　培养人文精神
民主、平等是人类一直追寻的理想，也是教师应该具备的思想情怀。语文教师应该有悲悯心，同情

弱小，追求平等、民主的教学生活。学生如自己的孩子，所以鲁迅关于怎样做父亲的那段话对语文教师

颇有参考价值：“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

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１８］１５０语文教师如果理解关爱学

生，指导帮助学生，解放培养学生，那学生所获得的，不单是写作水平的提升、语文素养的提升，而是获得

了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领与尊严。

５　结语
本文主要从上述四个方面探讨了初中语文教师改进写作教学的策略，但初中语文教师改进写作教

学的策略还有很多，如笔者曾论述过学校加强对写作教学的管理［８］３２－３４。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确是块

难啃又必须啃的硬骨头，啃下这块硬骨头需要广大初中语文教师和写作教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这自然

也是笔者日后的努力方向和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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