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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day’s socie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school teaching standards 
have been improved. Junior high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students to grow and develop, as well as a key period for shaping 
students’ temperament and learning methods. Therefore, some schools constantly try various teaching mode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se	modes	have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dare to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actively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students’ 
Chinese writing level.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composition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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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教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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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课标的实施，学校教学标准有所提高。初中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塑造学生气
质和学习方法的关键时期。因此，部分学校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不断尝试各种教学模式，这些模式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尤
其是在语文作文教学领域，更需要敢于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创新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语文写作水平。论文基于
新课标下，探讨了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教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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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对学

生的写作能力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写作能力是学生语言使

用情况的综合反映，也是初中语文教学的核心和难点。作文

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帮助

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初中作文教学是

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的，旨在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初中语文教师需要不

断改进和创新作文教学方法。

2 新课标下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原则

2.1 回归本源的教学原则
新的教学标准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表现出真实的情感和

独特的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作文教学中，教师需要

创造一个轻松的表达环境，避免施加太多的限制或门槛。与

文学创作不同，中学生应该以真诚的方式表达自己，突出他

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和见解，而不是过度追求花言巧语或深奥

的语言。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遵循回归本源的教学原则，

有助于缓解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焦虑，避免写作过程中使用

模式化、空洞化或无意义的语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潜

能，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2.2 开放创新的教学原则
新课标强调，写作不仅需要从多个角度观察生活，表

达真实的情感，而且要善于运用联想、想象、思考等方法来

追求文章的创造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学生的作文往往

被批评为单调、情节陈旧、形式肤浅，其根本原因是写作过

程中缺乏创新思维支持。因此，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应遵循开

放创新的原则，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写作主题，教师不仅需

要鼓励学生在写作中创新性表达，还需创造有利于学生创新

思维发展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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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存在问题

3.1 落后的教学理念
基于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应积极与学生互动，要求教

师与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使学生能够从互动中获得有

用的知识。然而，当前存在教师向学生提问，而学生被动思

考，导致师生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很难激发学生对作文学

习的兴趣，甚至导致学生对反感作文学习，进一步影响了教

学目标的实现，使课堂教学质量无法达到预期水平。

3.2 过于强调技巧教学
目前初中语文教学往往过于强调写作技巧，所谓的作

文技巧教学，实际上是一种旨在提高学生作文成绩的教学方

式。然而，这种教学方法缺乏趣味性，许多学生对此颇有微

词。更严重的是，这种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

能力，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3.3 脱离实际生活
初中作文主要侧重于记叙文，记叙文是通过叙述某人

或某事来表达学生的情绪，记叙文强调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

系，并通过对个人经历或周围事物的描述，使作品更加感性

和引人入胜。然而，许多教师在作文教学时，更多地关注学

生的考试成绩，忽视引导学生围绕着生活实际展开思考。缺

乏对生活素材的收集，导致学生写作文的目的从记录自己生

活转向追求更高的成绩。因此，尽管许多学生的作文表面上

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却显得空洞而缺乏真实性，缺乏情感

的自然表达。

3.4 学生学习作文的热情不高
中学生在学习作文时经常陷入困惑的状态，面对老师

的要求，比如写作 600 或 800 字，学生们通常被迫机械地写

作，而不是真正沉浸在创作过程中。这让学生感到非常痛苦，

在写作中找不到乐趣，缺乏写作的欲望和兴趣，导致学生只

注重字数积累，忽视了写作的本质。

3.5 单一的评价方法和僵化的标准
在当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评价方法相对单一，主

要侧重于对期末考试的评价，无法全面考虑学生写作过程中

的多个方面，导致评价结果的不充分，无法为学生提供全面

而有针对性的反馈。此外，作文评价的任务完全落在教师的

肩上，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条件下，教师通常采用统一、简单的评价标准，以快速完成

评价任务。对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

4 新课标下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策略  

4.1 以新课标教育理念指引语文作文教学
在当前教育时代的语文作文教学领域，国家进行了全

面的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改革，提出了崭新的教学标准和要

求。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强调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

态度，培养和加强学生的写作意识与写作能力，倡导在思考

和分析各类写作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个性化的发展和成长。在

教师新课标教育理念指引下，旨在更有效促进学生的创新能

力，增强学生的生活体验，以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新课标

教育理念要求初中语文教师以其为指导，明确定义作文教育

的目标和方向。教师需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内心、实际心路历

程，帮助学生深入洞察生活细节，培养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写

作素材和灵感的良好习惯。通过持续而有针对性的指导，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帮助学生认识到表达真实

情感的重要性，从而更为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总体

而言，当前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全面改革应以新课标教育理

念为指引，注重学生情感态度和个性发展，旨在培养更具创

新能力、社会适应力和综合素质能力的学生。

4.2 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夯实写作基础
学生的作文水平与日常积累密切相关，学生在作文学

习中不重视阅读和口语表达。事实上，“听、说、读、写”

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学生的听、说、读、写水平不达标，

必然会影响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此，在作文训练

中，应以教材为主，使学生在阅读中学会写作，教师采取摘

录、编辑、模仿、记忆等方法，让学生可以在写作中获得更

具表现力的素材。此外，在日常交流中，学生可以了解和学

习好词佳句，并将其牢记在心，记录每天遇到的重要事件和

有意义的细节，甚至利用空闲时间做手抄报，以各种方式为

学生积累写作素材。这不仅解决了作文中的难题，还为学生

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使其在写作中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观点

和情感。

例如，教师在“热爱生活，热爱写作”单元作文教学

中，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可采用多层次的教学方法。第一，

引导学生深入阅读教材中的相关文本，如《春》和《济南的

冬天》，并通过详细地阅读，使学生对文本内容有更深入的

理解，同时教师应该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学生观察周围生

活的变化，学生可以将个人感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记录

在笔记本上，以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感知生活的能力。同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教材中出现的优美词句，特

别是那些与生活相关的表达。第二，教师提出一个小任务，

要求学生思考：如果你们真的热爱生活，你们会设计什么样

的手抄报？旨在引导学生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写作的

理解结合起来。第三，教师鼓励学生归纳总结，不仅有助于

学生巩固知识，而且培养学生对生活和写作主题的深度思考

和表达能力。

4.3 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写作内容，丰富其生活经验
生活事件与初中语文有着密切的联系，为语文教学提

供丰富的素材。这些生活事件真实地反映了文字的信息内

容，为学生提供了更深入的文化知识。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

中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致力于引导学生深入观察生活，

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真实的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学生

在观察的基础上创作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引导学生写下对生

活的真实观察。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学生可以观察周围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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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清楚地了解每一个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通过对事件

结果的深入分析，学生可以准确识别事件发生的原因，并能

够真实地表达个人的看法，使作文具有有法可依、有理可靠。

例如，教师教学《春》时，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春天的魅力，

并分析每篇文章中描绘的春景。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生活

中亲身感受春天的变化，并给学生留下一个鼓舞人心的作文

题目：《寻找春天的痕迹》。学生们被要求在写作中展示他

们对春天的理解，呈现他们个人对春天的看法，并描绘出他

们眼中的春景。一些学生描述道：“春天带来了清新的微风，

驱散了冬天的寒冷，带着花朵的芬芳，使人感受神清气爽。

树木在春天焕发出勃勃生机，冒出嫩绿的嫩芽，渐渐覆盖整

个树冠。春天，小鸟在枝头鸣唱，大雁排成整齐的‘人’字

形从南方飞向北方，它们飞翔着，仿佛正展开一幅美丽的图

画……”学生生动地勾勒出了他们心中春天的景象，展示了

他们对春天的爱和情感。

4.4 更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写作兴趣
写作作为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生活中人与事的有效途

径，代表了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学生语文

综合素养的具体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该通过巧妙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

趣，这就要求教师对周围的一切都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颗

好奇之心，因为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与学生产生共鸣，

并在教学过程中更有针对性。教师需要关注学生感兴趣的领

域和事件，根据实际教学需求积极开展教学活动，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另外，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写作教学提

供新的可能性，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内

容，与学生进行多层次的互动。通过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

呈现生动的视频和图片。例如，在写作任务中，教师可要求

学生描述自己喜欢的风景或某一季节的主题，教师首先可提

前收集一系列具有季节特征的动态景观视频和图片，让学生

更直观、生动地体验季节之美。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教学方法，

教师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又如，

在教学《春》时，教师可以将图片制作成动态视频，营造身

临其境的氛围，让学生在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感受融

入作文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4.5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增强学生信心
教学评价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定位自己，也是

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初中语文作文

教学质量和学生写作能力的全面提高，有必要确保教学评价

体系的适用性。在教学实践中，初中语文教师应注重优化和

创新作文教学评价体系。首先，教师在评价过程中需要保持

客观性和合理性，避免在评价中加入主观因素。初中作文教

学评价应以最客观、合理的方式呈现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并

提供相关的指导和纠正建议。其次，教师需要鼓励学生积极

提出改进和优化教学模式的建议。教师应记录并采纳有价值

的改进建议，同时进行自我反思，意识到在教学评价中教师

不仅是评价者，也是评价者。最后，初中语文教师应善于发

现学生的长处，并鼓励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发挥长处，从而为

增强学生学习信心奠定基础，教师可以更有效改进初中语文

作文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5 结语

在新课程标准下，教师为提高初中语文作文教学效率，

为提高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应以新课标教育理

念为指引、引导学生积累写作素材、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写

作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采取多种策略

和方法，重点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力，充分发挥学生

的创造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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