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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的综合素质中，表达与写作能力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作文，作为初中语
文的半边天，如何提高学生作文能力是语文
教学的重难点。 我认为在整个作文的过程
中，作文素材的积累和评改对作文水平的提
高有着重大帮助。

一、目前中学生作文现状
在我之前的教学当中，似乎只要一说要

写作文，学生们就唉声叹气。 一学期下来作
文十篇左右，练习了许多，但学生作文鲜有
进步。 我经过仔细观察分析，总结他们的作
文状况如下：

（一）潜意识中认为作文课枯燥，有抵触
情绪

我们时常说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人物描
写需形象、多引用诗句、采用修辞，结尾要呼
应升华，但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使用我们并没
有做出专项训练，未化抽象为具体。于是对作
文就产生了非常抵触的情绪， 往往三催四请
才能让作文交上来。

（二）课外读书时间少，生活素材积累少
为了应付考试， 七八门功课从上课到写

作业就能让学生紧绷的精神持续到晚上十一
二点。在这种高压状况下，各地学生精神抑郁
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减少这些安全问题的
出现，学校封闭式管理、少有组织野外实践。
大多学生无法从这样的学习生活中体会到乐
趣，作文因无鲜活素材而充斥着尴尬的味道。

（三）从完成到反馈时间过长，他们已不
再有期待心理

在教学中，学生大都认为写作文是自己
的事，改作文是老师的事。 可孰知老师的时
间也是有限的，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作文
批改最快也要一周，作文的刺激反馈作用就
大大削弱了。 另外，老师在批改的过程中也
无法面面俱到， 甚至出现了评语雷同的现
象。 学生拿到批改过的作文，都差不多的评
语，就不会认真去看，看了也很少认真修改。

二、改善的策略
中学生处在对作文的排斥状态，教师也

陷入了难上课难批改的境地，我们是选择放
任自流，还是勇敢突破困境呢？ 在班主任的
配合下，这个学期我想方设法来提高学生对
作文的兴趣，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创新课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首先，我选定的是议论文的写作，事先

准备好议论文的相关理论知识，并且在教学
设计中预留出消化知识点的时间，用小组比
拼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兴趣；其次，拿出两段
经典议论文的段落， 让学生找出共同点，于
是就明白了例证段是由分论点与素材再加
议论构成的段落， 并兼用多种论证方法；再
次给主题让学生仿写例证段，和同桌进行交
流讨论；最后，让每个小组的同学进行展示
PK，并一起讨论评价，甚至进行辩论。从这以
后，每节作文课都相当活跃，学生甚至问我
下次作文课是什么时候。

（二）提供比较完善的教学环境，提升学
生对生活的体验感

学生排斥写作主要是因为素材匮乏，语
言积累过少。 在班主任的支持下，学生们挤
出半小时的自习时间观看新闻，了解国内外
的动态。 而且，我们学校每周设置了两节课
的阅读时间，我也每周会安排大约一节课的
时间供学生自由阅读。 同时，我读书读到精
彩之处也会与他们进行分享讨论。

（三）采用作文自评与教师评改相结合，
使学生对文章的写法更清晰

改作文与写作文的脱离， 产生了批改时
间长、反馈刺激作用差、学生不重视评语等负
面现象。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由点到
面，逐步推广的自评方式。如本学期第一篇作
文我花了几天进行详批详改， 必要的时候进
行面批。 第二篇就选择语文作文水平比较高
的七八位同学进行批改训练， 他们改完后我
再及时进行第二次批改， 指出他们的优点与
不足，让他们对写作与批改事项更加清楚。第
三篇开始， 就由这几位同学指导全班同学自
评，我再二评，快速而有效地产生反馈作用。
当然， 基本上每次评改后我都要求学生们进
行修改，才能真正写好一篇作文。

三、结语
一个学期坚持下来，我两个班的作文平

均分从低于年级平均分提升到了高于年级
平均分，其中有遭受阻碍的心酸，也有获得
成功的喜悦，过程是艰难的，结局总是美好
的。 希望这些策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起来提高中学生的作文水平。

在湖南省隆回县西北边
陲，有一个乡镇号称“隆回的
西藏”———麻塘山，它是隆回
县既高又远的小乡镇。 2012
年， 有一位被老师分配到麻
塘山教学， 她背上简单的行
李， 来到了隆回县麻塘山乡
烟竹坪小学。 一直憧憬着美
好的一切等着她的到来，下
定决心要将自己的梦想深深
地播种在这片热土上， 细心
地浇灌，精心地培育。她就是
王海霞。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
是残酷的。 当王海霞来到烟
竹坪小学时，眼前的情景却
让她大失所望，梦里美丽的
校园居然是简简单单的一栋教
学楼，四周被稀稀拉拉的树枝和
杂草环绕，花坛上没有看到花的
影子。 教室是粉刷了很久的墙
壁，教室中间摆放着并不整齐的
老课桌，和一群衣着不整齐还留
着鼻涕的学生。 此情此景，王海
霞原先火热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这难道就是我坚持选择的路吗？
身为人民教师就一定要吃这么
多苦吗？ 她的信心动摇了。 这一
刻，她拨打了爸爸的电话，和他
讲述了所见所想。 爸爸语重心长
地说：“你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
应该以教学为己任，而不应该为
眼前的艰苦环境所打败，比你还
苦的人多得是， 你这个不算什
么。 ”爸爸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让
王海霞变得坚强了。 她立下了
“当园丁培育百花，做黄牛无私奉
献”的誓言，用全部的深情和爱心
浇灌稚嫩的幼苗， 用满腔热血谱
写自己的人生乐章。

刚一到校， 王海霞就接手了
当时基础最差、 纪律最差的三年
级，当她站上讲台时，台下的学生
没有一个看她的，各玩各的，无视
她的存在。 她从全面了解班上每
一位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着手，
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因材施教。 古

人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
殆”。 她认为学习的好与坏，
第一步应该从纪律抓起。 有
好的纪律才有好的学习环
境，有好的学习环境才能更
好地学习。 第二步就是用爱
心去教育每一个学生。 因为
山区大都是留守儿童，缺乏
爱的教育。 对于如何抓好课
堂纪律，王海霞想了一个很
好的办法，就是每次自习课
的时候，让纪律委员记下第
一个讲小话的学生名字，事
后告诉老师，之后对其进行
严厉的教育和讲解课堂纪
律的标准。 久而久之，课堂
纪律终有好转。 当时为了让

班级进步， 她选了班上最调皮的学生
当了班长， 并且这个最调皮的学生也
是学习最差的。 所以，王海霞从学习、
纪律、 为人处事等方面对班长进行细
心地培育，让他当课堂小老师，有助于
培养他的学习乐趣， 从中获得了成就
感，从而提高了他的学习积极性。和他
做最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时时刻刻关注他，关心他，鼓励他，激
发他对学习的兴趣。 学习上不懂的地
方，千方百计地帮他弄懂，生活上给他
无私的帮助与关心。时间久了，王老师
的真诚、 无私与爱心赢得了班长的喜
爱、 尊重与信任。 班长是班级的领头
羊，当领头羊做好了，班上其他的小羊
们也就一个一个地跟着来了。 终于，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王老师所执教的
三年级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全镇排
名中名列前茅。在 2013 年辅导两名学
生参加邵阳市书信大赛， 都获得了优
秀奖。 得到了领导和家长们的一致好
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王海霞老师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
艰辛， 一心扎根教学事业， 爱生如爱
子， 在平凡的岗位上， 用爱去滋润学
生，用情去激励学生，用真心去感化学
生。 以惊人的毅力和素质投入到平凡
的教学中去，默默无闻，将自己的青春
奉献给了不平凡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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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综合实践活动教
师， 最关注的是各初中研究性
学习活动的常态化实施情况。
目前农村初中学校的综合实践
活动现状如何？ 该采用什么对
策呢？

一、 农村学校开设研究性学习活动
课程的现状

1.校长的认识不高。 从访谈情况来
看， 大部分校长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性质和内在要求认识不清， 许多校长还
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困难和问题归咎于
无教材、无教师、无场地，殊不知这正是
综合类课程的性质所决定的， 也是综合
类课程有别于学科类课程之处。

2.学校开课设节不足。 一些学校没
有专职研究性学习教师，由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地理等教师兼任，平时的研
究课都用来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地
理等文化课， 翻开学生的研究性教材都
是新的，没有做任何标记，部分学生甚至
直言不讳这是本期第一次上研究课。

3.师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农村教
师在教学观念、 教学水平等方面达不到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要求。

4.条件制约。 部分老师认为，综合实
践活动需要图书，需要信息技术、科学工

具等硬件设备，需要各种社会（诸如科学
馆、少年宫、相关科学技术部门等）力量
支持。但是由于学校条件有限，不具备开
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硬件条件， 制约了农
村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

5.安全压力。 因为综合实践活动要
走出教室，走向校外。 学校、教师为了避
免学生人身安全受到意外伤害的危险，
多数学生参加综合实践活动有阻力。

二、 影响初中综合实践活动开设的
因素

1.教育行政部门评估监督手段不够
目前不少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应付

了事或挪作他用， 这不仅有思想认识上
的障碍，还有对现实问题的忧虑与担心，
如怕影响中考升学率。 尤其教育部门缺
少有效的评估与监督机制， 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农村中学对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的重视程度。

2.教育科研部门业务指导较少
教师进修学校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的

专业素质与教育教学能力方面承担着大

量的培训任务， 举办了各类的在职培训，
本人也曾多次前往授课。 教师普遍反映，
围绕综合实践活动学习的培训课时少，缺
少案例的分析和方法的指导，缺乏专题的
研究，不能充分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

3.学校综合实践活动校本培训极为
薄弱

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的
全员培训要以校本培训为主。 在众多学
校开展的红红火火的校本培训中， 由于
众多学校无专职教师、 无综合实践活动
教研组， 围绕综合实践活动的校本培训
显得极为单薄，尚无经验可谈。

三、 农村初中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
实施策略

农村初中学校要进行综合实践活动
常态化实施， 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1.提高校长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认识程度

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施情况来
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典型的“一把手

工程”， 校长重视的学校综实课
实施情况普遍比较理想，反之则
不行。

２.加强督导
2017年 10月教育部下发了

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意见，要求从小学一年
级至高中三年级都要开设综合实践活动。
教育督导部门要利用这次契机，通过督导
切实从制度上对校长施加压力，使他们不
得不干，同时通过培训使他们干则干好。

３.为教学第一线提供课程资源
综合实践活动课不同于学科课程，

它鼓励师生共建课程， 因此需要丰富的
课程资源。 有些资源是教师自己可以找
到的， 有些资源则是凭教师个人力量无
法找到的， 这时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发
挥行政优势为教师提供相关资源以便于
教师开展教学。

4.加强培训
综合实践活动的常态化实施关键

是重视。 尤其是要加强对领导、督导人
员、校长的培训，以切实提高他们的认
识程度和行政能力。 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更多的在于学生的活动过程和活动
效果。 我们评价综合实践活动，要重视
过程和效果，各级教研部门同样要注意
这个问题。

浅谈农村初中学校综合实践活动常态化实施对策
浏阳市第十一中学 高余良

初中作文教学浅谈
娄底市第一中学 谭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