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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浅谈初中学生的作文训练

梁裕岫
（甘肃省嘉峪关市明珠学校 甘肃 嘉峪关 735100）

【摘要】培养初中生的写作能力，主要从让学生愿意写、有东西可写和懂得怎么写三方面入手，循序渐进、积累深化。
【关键词】重视积累 “考场作文”训练 “摘抄笔记” 明确要求 思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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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中教学以后， 我常常遇见很多怕写作文的学生，他
们怕什么呢？一怕作文字数太多，不愿意动脑去写；二怕内容写
的幼稚，被别人笑话；三怕不知道写些啥，因为人生阅历尚浅；
四怕文不对题， 废话太多， 不懂怎么写…… 针对学生这种种
“怕”，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的我非常揪心，就想立刻解决这些问
题。

训练初中生的写作能力，主要从让学生愿意写、有东西可
写和懂得怎么写这三个方面入手， 而且这三方面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我的做法是：

一、重视平时写作素材的积累，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
吸取前几届学生进入初中以来只写日记，写作水平没有明

显提高的经验教训，我对训练初中学生的写作能力进行了新的
尝试：从每周写五篇日记改为写五篇摘抄笔记，与写日记一样
同样提出要求：要从读过的美文、好书中摘抄出你认为好的句
子、段落等，并写出好在哪里的原因或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字数
限制在 300 字左右。 我的方式是每周收学生的摘抄本，每周及
时批改，并对学生的理解或感悟进行评价，在早读或自习课上
及时总结每次写得优秀的学生优秀在什么地方，让其他同学学
习；同时公布没交摘抄本的学生，请他们加写一篇。 因为“奖优
罚劣”的实施，直到现在，学生们进入了初二年级，已经基本养
成了读书写摘抄笔记的习惯。

二、抓紧课堂考场作文的训练，增强学生的写作能力。
教师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中考时获得满意的成绩，语

文中考满分为 150 分，作文占了 60 分之多。 只有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才能保证中考语文成绩的满意。 为了让学生在考场上
更好的适应写作文，我在初一时就对学生进行两周一次的“考
场作文”训练，具体做法为：在课堂 40 分钟内完成一篇 500 字
（期中考试以后升级为 600 字）以上的作文；作文题目在预备铃
响起后才出示（学生事先是不知道题目的）；下课铃响后不管有
没有完成必须交作文。 开始时，全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能在
规定时间内写完作文，近一半的学生作文质量惨不忍睹；随着
训练次数的增多，一两月后（不同的学生适应期各不相同），绝
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结构比较完整、质量差强
人意的文章了。 这个小小的进步离不开作文批阅之后，讲评作

文的步骤。
正是这种讲评作文的方法，刺激了学生的写作欲望。 没有

人愿意在大庭广众下出丑，反而希望把最美最好的一面展示给
大家看，所以，在平时摘抄笔记的辅佐下，在讲评作文时学到的
写作方法的激励下，在一次次的课堂“考场作文”后，学生的写
作能力在一次次增强。

三、布置课后练笔作文的巩固，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摘抄笔记的抓落实奠定了学生写作的基础，“考场作文”增

强了学生写作文的兴趣和能力，仅这两项训练对于学生写作能
力的培养还是略显单薄了点，于是我又在平时讲课中联系课文
的写法、修辞、内容等给学生布置课后练笔作文。

这些练笔的写作，既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又培养了学
生的发散思维， 让大部分学生从课本中汲取了写作的方法、生
活阅历与思想感情。

四、总结试后考场作文的得失，锻炼学生的总结能力。
每次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后，教师应培养学生及时总

结试卷的好习惯。总结三方面的得与失：基础知识，阅读知识和
作文得分。 在这里，我只谈谈总结作文得分情况。

每次大型考试后，我让学生把自己的作文以及作文得分先
进行梳理与归纳，对照我给学生制定的标准“作文评分要求（参
考）”，自己分析考卷上作文的分失在哪里了，然后给自己制定
下次写考场作文时应避免哪些环节失分。 刚开始时，学生也许
还不会怎么对照“要求”总结自己写的文章，更不会评判分值，
万事贵在坚持，只要坚持总结，次数多了，学生自然会“熟能生
巧”，慢慢知道怎样写作文才会得分。 这样，我们培养学生的写
作能力才会有成效。

培根曾说：“我们不应该像蚂蚁单是收集，不应该像蜘蛛只
从肚里抽丝，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又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
甜的蜂蜜。 ”这告诉我们，在万花筒般的教育面前，任何时候都
不可能穷尽教育教学的全部奥秘，探讨初中生作文训练的过程
是漫长而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仅是怎样教学生，
更多的应该是去思考、感悟和总结，朱熹说得好：“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对初中生的作文训练，仍需要我及各
位同仁一起努力、探索、提高，永无止境！

浅论小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杨 凌
（成都高新区尚阳小学 四川 成都 611700）

【摘要】随着新课改深入发展，教学模式、教育思想得以革新，为优化教学结构，完善教学体系奠定基础，其中“群文阅读”作为
新时期语文教学手段之一，主张将一组文章放在一起进行组合阅读，通过文体解构、学生探讨、阅读分析、对比等途径，引导学生
掌握更多语文知识，有效培养学生分析论证、阅读理解、口语表达、文学修养等核心素养，继而落实新时期语文教学目标，“群文阅
读”教学价值可见一斑。 本文通过分析小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以期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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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阅读是在新课改背景下悄然兴起的语文教学模式，该
教学模式具有突破性、生本性、丰富性、系统性等育人优势，通
过引导学生阅读一组文章，并在阅读过程中说出观点，与师生

进行阅读交流，继而培养学生思考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等
核心素养。 通常情况下群文阅读围绕一个或多个主题展开，文
章类型为一种或多种， 而后师生根据文章主题进行集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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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成阅读共识，其中师生达成阅读共识的过程，就是落实
语文教学目标的过程。基于此，为有效落实小学语文教学目标，
分析群文阅读教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一、明确群文阅读主题

当前语文教学资源日益丰富， 怎样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发
挥教学方法育人能效，落实语文教学目标，成为教师需要思考
与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群文阅读教学法加持下，教师需率
先明确群文阅读主题，围绕该主题整合阅读资源，为有效开展
语文教学活动奠定基础。

为使本次群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更具实效性，在累积以往
教学经验同时，以《走遍天下书为侣》教学为例，将“书是我们的
好伙伴”视为群文阅读教学主题，将“如何科学开展课外阅读活
动”视为群文阅读教学议题，将“熟读全文”、“掌握散文写作方
法”、“树立正确阅读观念”等视为群文阅读教学目标，其中教师
通过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活动落实教学目标的过程，就是培养学
生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文学修养等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
继而助力教师践行新时期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凸显群文阅读教
学方法实时价值[1]。

二、做好群文阅读导入

良好的课前导入可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找准学习方法，
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兴趣，掌握课堂教学主控权，提高课堂
教学综合质量，为此教师在进行《走遍天下书为侣》群文阅读教
学前，率先用 2min 左右的时间做好群文阅读导入，削减学生阅
读阻力，提高学生自主阅读效率，为开展群文阅读教学活动铺
平道路。

师：同学们，读书似乎贯穿我们的一生，拿老师来讲，小时
候看小人书、连环画，长到了读名著、书刊、报纸、杂质，可以说
读书是获取知识、资讯最便利且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怎么好
读书、读好书，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不甚了解，为提高同学
们的阅读理解能力、文学修养，今天“群文阅读”我们将一同阅
读三 篇 文 章：第 一 篇 是《走 遍 天 下书 为 侣》；第二 篇 是《陈 毅 吃

墨》、《论读书》，请同学们通过熟读文章，体悟读书的乐趣，感受
文学的魅力，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自身语文核心素养。

三、引导学生自主阅读

首先，阅读解构为学生大体介绍三篇文章内容，调动学生
阅读自主性；其次，给学生充足时间自主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提
炼文章关键词，端正读书态度，明晰读书价值，掌握读书方法，
同时总结三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掌握三篇文章的写作方法；最
后，鼓励学生分享群文阅读心得，在抒发其对读书的情感同时，
从三篇文章命题特点、选材特点、写作特点予以深入探讨，在此
基础上进行迁移训练[2]。

四、进行群文阅读总结

在学生自主阅读、分析探讨完毕后，教师可在黑板上绘制
表格对比三篇文章，总结学生学习成果，使学生明晰《走遍天下
书 为 侣》是一 篇 说 明性 散 文，以推 理 形 式表 达 观 点，体 现 散 文
“形散神不散”的写作特点，《陈毅吃墨》是一篇叙事文章，以故
事形式讲述陈毅好读书忘我的境界，体现叙事文体生动、具体、
形象写作特点，《论读书》是《培根随笔》中的一篇文章，它开创
英国随笔文学先河，文笔优美、语言练达、警句迭出、说理透彻，
从培根视角讲述读书的重要性，主题突出、文意明显，在总结群
文阅读教学要点同时，教师推荐学生阅读《藏书之爱》等与读书
相关的名著，扩展学生文学视野。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提高小学语文群文阅读教学质量，教师需明

确群文阅读主题，做好群文阅读导入，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进行
群文阅读总结，继而在完成语文教学任务同时培养学生语文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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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教学初探

林晓峥
（福建省晋江市平山中学 福建 晋江 362200）

【摘要】在高中学生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文学性写作的要求来对待自己的写作活动，并且文学性写作的特点渗透
到写作中，将能够促进自己的文章更加地具有“温度”和内涵，是给文章增加亮点的重要途径。 同时，我们又不能忽略高考压力下
作文教学的目标，因此，本文主要围绕高考语境下文学性写作教学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学性写作 高考语境 教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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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客观原因，长期以来，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应
试性过多地取代了文学性，教师在教学中习惯用片段分析替代
文章的整体感知， 重视写作基础知识和组段成句技巧的教学，
往往容易忽视作文中应当具备的情感和美感，这些现象一直是
语文教学中的痼疾。 而这种教学局面下学生写出来的文章，不
仅难以体现出应有的精彩，而且往往容易出现千篇一律，千人
一面情况，感性的作文训练变成了“作文加工厂”，要改变这种
局面，教师就要在不脱离高考语境的前提下，加强文学性写作
的辅导和训练。

一、高考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概述

所谓文学性写作，简而言之就是“我手写我心”，是写作者
在对自己的感悟、体验、经历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借助自己
所掌握的文学写作基础知识和技巧， 进行的一种发自内心、渗
透情感又兼具文学美感的文字创作过程。文学性写作有三个特
点，首先是文学性写作源于写作者的心灵在特定时空里的遨游
和倘佯与其精神在特定情境中的呼吸和腾升，是灵感的作用结
果；其次是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
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第三，文
学性写作是以塑造文学形象为目的，是一种具有形象性、审美
性和创造性的写作实践活动， 偏于思想感情与文化意蕴等，其

表达具有朦胧与形象的想象效果。
但是高中学生在进行作文写作的过程中，必然不可能随心

随欲地进行内容的编排，在素材和体裁选择上也会受到一定的
制约，主要还是要围绕“高考高分”的目标进行。 而所谓的高考
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就是学生在作文写作的过程中，即不脱
离高考作文的要求框架和命题规律，同时又能够在写作过程中
尽可能地追求文学性创作的特色和美感，使得在高考语境和文
学性写作中找到一种适合高中学生的平衡点，在能够适应高考
作文要求的前提下，也能够从文学写作中寻找到一种乐趣。 而
对于教师来说，高考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教学，也正是围绕这
个目标进行。

二、如何做好高考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教学

（一）突出写作中的“三度”教学
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认为要能够培养起学生在

高考语境下的文学性写作能力，首先就是要建立起对作文写作
的“三度”教学，即温度、深度和气度。 具体而言，一是温度，就是
要引导学生写作能够渗透一定的情感， 无论是选材还是语言，
都要摆脱过去的机械感， 要善于选择能够引起共鸣的素材，并
且要以更加富有情感渲染力的语句来进行表达。 二是深度，就
是要帮助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能够通过深入的思考，去挖掘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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