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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论文通过对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现状进行简单的分析，随后在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角度来切入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创新发展探究，旨在

推进新课程理念下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发展进程，使初中学生能够有效地实现语文核心

素养的培养。

揖Abstract铱This paper makes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and then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philosophy,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tent, which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enabl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hinese literacy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conce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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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程理念中关于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要求明确指出：

语文作文教学必须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围绕学生这一主题

展开教学，努力拓展学生的写作空间，鼓励学生从课内走向课

外、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让学生产生真实的生活体验。初中阶

段，学生的语文知识累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也给学生

的作文写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开

展作文教学时应该充分遵守新课程理念所提出的最新标准，

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理念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引导

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实现语文学科素养的全方面发展。

2 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

现状

2.1 学生对于写作关注程度不高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学生愿意写，关于

写作过程中的“如何写”“写什么”都能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但

是，如果初中语文教师对于作文教学的重视不高，必然会导致

语文课堂氛围沉闷，从而使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不高，产生一

定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负面情绪影响下，学生从一开始对写作

就没有积极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地体会到写作的乐趣，作文

水平难以提高，对于教师而言也难以开展后续的一系列作文

教学活动。

2.2 学生的写作素材不够

对于大部分学生和教师而言，开展作文教学总存在许多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生不知道可以写什么，这样教

师无论如何对学生进行作文技巧教学，学生也不知道应该针

对什么写作素材来开展相关技巧的运用。究其原因，就是学生

缺乏写作素材的累计。在日常生活中，学生虽然经历过许多，

但是每到写作的时候都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记得具体的事

例，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述。

2.3 教师作文教学方法单一

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语文教师的作文教学仅

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实践教学促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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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一种单一落后的教学方法，没有进行正确的创新探究。

并且，传统的语文作文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对于学生的限

制较大，且内容选材要求都非常的保守陈旧，严重地影响了学

生发挥出真实的作文水平，这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学生对作

文教学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教师实现教学目标，导致初中语

文课堂写作教学结果不理想。很多教师只是对学生进行相关

写作技巧的理论知识讲解，并没有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去亲

自实践、运用，也没有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时间，让学生无

法将所学的知识顺利进行内化，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难以实

现根本上的提高。

3 创新教学理念，给予学生写作自由

在新课程理念下开展语文作文教学活动，首先就需要教

师打破陈旧的教学理念的限制。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教师

应该首先对教学理念进行创新升级，这样才能够让教学方案

等环节开展时有迹可循，制订出合理的作文教学计划，让教师

在开展教学过程中能够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对学生进行一

定程度的引导和带领 [1]。教师要鼓励学生进行写作思维方式

的创新，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机会来实现自我的作文水平

的发挥，通过将真情实感融入到写作素材以及字里行间中，让

作文看起来更为饱满、有内涵，这样才能实现初中语文作文教

学在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

初中语文教师在开展作文教学时应该尽力避免让学生局

限在一个固定的写作模式中，让学生跳出惯性思维，学会从写

作素材、写作角度、造词遣句中做到标新立异，同时又符合题

意。例如，在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作为素材时，不仅可以写

她对学术的坚持，还应该鼓励学生发散思维，从多个角度来思

考这个素材可以使用的作文体裁场景，提取出有效的信息。通

过在新的教学理念下，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大胆表述，并且进

行个性化的写作，在教师积极的引导下，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和发散思维，实现学生写作水平的显著提升。

4 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实践积累写作素材

初中语文教师应该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不断

地进行写作素材的累积。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积极地参加社会

实践或者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实现深入思

考，并且要求学生在实践活动结束之后，能够完成一定的感想

或者感悟的作文书写，积极鼓励学生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

让学生能够立刻将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从而实现生活经验、写

作素材的累计。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开展主动学习的动力。教师在

写作教学活动开展中，让学生对所见所闻有了深刻的感受和

体会之后，就能够在写作时才思泉涌，写出活灵活现的文章。

比如，2020 年常州市中考语文作文题目是《社区的傍

晚》，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这个作文题时，应该以“傍晚”这个

短语标题，以及“社区的”这个限制性词语为切入点，让学生得

出结论：这篇作文主要是写身边事。从立意选材上看，可以从

两个角度去分析，一是社区的傍晚是什么样的，二是社区的傍

晚时分会发生什么。让学生联系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既可以是

老年人群安享晚年的岁月静好，也可以是年轻人或者学生们

忙碌了一天，回家休息的场景……写作素材也可以来自于生

活中的各种小事，教师应该鼓励学生以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

观察生活中各种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例以及事物，关注身边

事，身边人，用心体验生活，不仅能够对学生的观察力和判断

力有一个基础的培养和锻炼，还能够让学生对生活中各种普

通却有价值的小素材进行累积。

5 创新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扩大阅读知识面

写作技巧的培训最简单、最关键的方法就是扩大学生的

知识面。阅读质量决定了学生的写作水平，让学生在优秀的文

章阅读中感受到作文的魅力。面对一篇优质的作文，学生除了

能够去积累文章中的优美词句，还能够去感受作者所想表达

出来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作者所讲述的最真实、最动人

的故事，从而既积累了学生的写作资源，还拓展了学生的知识

面以及阅读量。

教师在开展作文教学内容时，可以选择一篇合适的范文，

让学生首先对作文题目就进行充分的探索，引导学生一步一

步、由浅入深地分析文章内涵，对其中想表达的思想内容发表

自己的看法，从字里行间中感受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在作者

所构建的意境中体会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

6 总结

新课程理念与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融合是一项巨大且漫

长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的努力才能够

实现最终的目标。作文教学是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

教师只有重视以创新、科学的教学方法开展作文教学，才能够

让学生的写作水平得到真正的进步。作为初中教师，应该从具

体实践着手，引导学生在生活中累计素材，发挥自身想象力和

创造力，实现语文素养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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