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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考的改革，作文在高考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所以作文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

就不言而喻了，但这同时也是教师和学生最头疼的问题，教师不知道怎么进行作文教学，学生不知道怎样写作文，重点在分析初中作文

教学中的难点，并对当前初中作文教学课堂研究分析，做一些有效性的练习，提升学生记叙文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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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在初中的作文教学中提倡学生写记

叙文，而记叙文的写作必须遵循“写作中心明了、内容丰富、有条

理”的原则，然而从当前学生的记叙文写作来看，学生的写作中心

不明确，不知道从何处写起，同时许多的初中教师根本不知道从

何处对学生进行作文教学，没有教学思路，这就导致初中生写作

的状况不容乐观，学生的写作一直处在低迷的状态，所以本文重

点分析学生在记叙文写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

式，彻底解决学生不知从何处写起，教师从何处教的问题，为学生

以后的写作打好基础。

一、从题眼方面入手

所谓的找材料的题眼简单地来说就是分析题目，审清题目，

明确写作的中心。所以在初中的作文写作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带领

学生对题目的分析，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认真地研究。在

审题的过程中需要学生找到题目的关键词，明确写作的重点和写

作的中心思想，有的题目出得比较灵活，在题目中可能暗藏真正

的关键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题眼，题眼是学生写作的关键，一切

的写作内容都要围绕题眼展开，这样学生的写作才不会跑题，所

以在初中记叙文写作过程中教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以

及观察能力，能够准确地发现题眼，随后教师再对学生做大量的

练习，学生找题眼就比较迅速，为后文的写作留下充足的时间，例

如，教师为了快速地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可以给学

生多找一些作文题目，学生可以根据题眼自行拟写作文题目，在

此过程学生需要对写作的教材以及写作的要求进行分析，自拟一

个符合自己写作的题目，随后教师可以对学生自拟的题目进行

点评，让学生明确写作的重点，这就完成了写作的第一步题目的

拟定。

二、写作材料的选取

学生在完成写作题目的拟定之后就应该进行写作材料的选

取，写作材料的选取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也是比较困难的，材料

的选取将直接决定着学生写作的成败。在写作素材的选取上学生

一定要慎重，要抓住一些对自己写作有利的素材，同时还要能够

凸显写作的中心，对与那些无关的素材要果断地放弃。材料的选

取上学生一定要遵循材料真实性的特点，所选取的材料一定要是

自己所看到的或者是自己所听到的，就像和写日记一样，记录生

活上的点点滴滴，这样才能抒发我们的内心感受，才能体现真情

实感，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上自己的联想，多采用一些修辞手法，多

对文章主人公进行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的刻画，适当地加入

一些优美的句段，这样文章的语句通顺优美，为文章增添了不少

的色彩。

三、写作要分清层次，要有主次之分

初中生在拟定题目和选好写作素材之后往往是为了满足写

作的要求达到800字，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没有主次之分，不知

道什么是重点，胡乱地写，以拼够字数为主。记叙文抒写的重点在

刻画主人公的语言、动作、心理活动，但是现在的初中生一般都是

主次颠倒，将重点放在了事情的叙述上，对主人公的语言、动作、

心理活动没有进行细致的刻画，这在中考将严重影响学生的作文

分数，进而影响学生的中考成绩。所以在初中的作文教学中教师

要给学生讲述记叙文写作的要点，要着重地刻画主人公的语言、

动作、心理活动特点，在刻画的过程中要采用适当的修辞手法，并

加入一些优美的句段，不仅要能抒发感情，而且还要读者体验到

真实感，对事情的叙述一定要简洁明了，不要进行过多的叙述，适

当地运用一些优美的句子，使语句通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增强文

章的色彩。要想培养学生刻画主人公的能力就必须做大量的练

习，例如，在初中的教学中有朱自清背影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

生运用作者的写作手法，对自己熟悉的一个背影进行细致的刻

画，随后教师再进行修改，帮助学生进行主人公的刻画，同时教师

要多多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活动，在课外阅读的过程中不仅可

以丰富学生的思想，发散学生的思维，为学生的写作积累素材，而

且还能积累一些优美的词句，为学生的写作打好基础。

总的来说，如何提升初中生记叙文的写作能力成为当前教学

中最大的难题，而本文主要对当前初中生记叙文的写作进行分析

研究，从“题目的分析，找题眼，素材的选取，写作的主次”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有效的解决措施，希望对广大的初中教

师有所帮助，有效地提升初中生的记叙文的写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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