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地理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开展地
理教学中，通过开展活动课，以提高地理教学质
量。本文着重谈一下中学地理课坚持以新课标为
指导，在地理课的活动课中应掌握的内容与方
法。主要应安排好：如何确定好初中地理课活动
课的内容以及方法，如何开展好中学地理课的活
动课的组织与实施，初中地理课在组织活动课中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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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新课程标准》强调指出，地理活动课是

地理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开展好地理活动课，是
其它的任何课程无法去代替的。通过初中地理开
展活动课，其教学目的是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初中地理课具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双
重特点，开展地理活动课比较容易实现，活动的
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活动的题材也可以多样而
广泛。我们可以通过地理活动课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交际
能力，合作精神，锻炼学生的意志与毅力，培养学
生广泛的地理爱好与学习热情。

第一，如何确定好初中地理活动课的内容及
方法

我们依据《地理教学大纲》《地理新课程标
准》，初中地理教材，大概可以确定划分以下这些
内容：问题、情境、资料、思考、操作及总结。比如

说，开展地理课活动中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由开
展而产生，在活动中去解决问题。活动中产生的
问题应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己去发现、自
己去探究、解决，教师不应包办代替。

1、关于观察以及观察性的活动：主要应包括
天文现象的观察，月亮变化观察，星座的观察，有
关行星的观察，有观日食、月食的观察，天文现
象，自然现象的观察，或者观测。还有气候现象，
物候现象的观察或观测。到乡间野外去进行一定
的地质与地貌观察。可以组织学生在采访中收集
天气谚语，测量一些地区的气温，记录好天气变
化的情况。

2、初中地理活动开展调查活动：一般开展乡
土地理的调查，有关乡土地理中存在问题的调
查，如空气污染、土地污染等情况。

3、关于开展初中地理研究性活动：一般是收
集整理资料，分析一些关于地理的自然现象，分
析一些由于自然变化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4、关于确定好初中地理活动内容应采用的
方法：在确定地理活动时，应该有利于活动课的
开展。教师要依据乡土季节、乡土自然环境的特
殊情况，结合人与自然，人与地理环境，结合初中
地理相关教材来确定地理活动的内容。在确定初
中地理活动内容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种情
况：其一，时间；其二，地点；其三，事件；其四，地
理活动中的人（指学生与教师）。在确定自然环境

中，要注意选择乡土自然环境中的典型性环境。
比如，社会与学生都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以
利用地理第二课堂活动的时间组织学生调查研
究，学生自己可以利用节假日开展调查研究。比
如，调查了解江河带来的哪些好处，现在江河存
在有哪些问题，如污染等。

第二，如何开展好初中地理活动课的组织及
其实施

1、认真设计好初中地理活动目标：地理活动
目标要设计好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地理活动目标
要分阶段实施。如总体目标设计，小目标设计，终
结目标设计，能力目标设计（比如，交际能力，观
察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学习能力等）。

2、拟订好地理活动计划：活动计划主要包括
长远计划与短期计划。活动的主题是什么，活动
方式是什么，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3、设计好地理活动情境：情境设计主要考虑
学生的心情、环境、活动的氛围等。

4、设计好地理活动课的方式：活动的方式可
以分两种类型，其一是集体参与活动；其二是个
体参与活动。比如，大组开展活动，小组开展活
动，调查活动，采访活动，讲演方式，表演方式，争
论方式等等。

5、设计好活动的组织：一般地理活动分为四
个阶段。动员阶段；落实阶段；实施阶段；④评比
阶段。在活动组织中，要发挥好“两个积极性”：一
是教师的主导的积极性，二是学生的主体积极
性，学生要自觉当好地理活动的主体，以主人公
精神去参加活动。每个环节不走过场，要落实。特
别是评比要民主，以表扬、激励为主。做到活动有
先有后，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到参加地理活动课很
有价值，很有意义。可以结合初中生的特点，指导
学生写观察、观测地理科研小论文。

第三、初中地理课活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注意安排好时间，要衔接好学科之间的安

排，不能增加学生的负担。
2、注意提高师生有关参加地理活动课的认

识。“因为认识高于一切。”认识水平提高了，才能
形成自觉行动。

3、注意交通安全问题。交通安全是大事，一
旦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特别是现在独生子
女多，因此从教师到学生都要注意交通安全。从
教育到负责，层层落实，事事必须有人监管，要做
到万无一失。

综上所论，初中地理开展的活动课是全面提
高学生地理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项重要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任务，也是培养学生地理素质，
学习能力的重要举措与重要渠道。师生一定要克
服困难，在活动课中增长智慧与能力。这里，我要
作一定强调：A点，提高学生对开展地理活动课的
认识。要让广大学生明确，活动课是学习地理理
论与实践的最好结合，是提高学习地理的第二课
堂活动。B点，要引导广大学生积极投入地理实践
活动课，把课堂上学到的地理知识运用到具体的
实践活动中去。C点，要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与热情。尤其要引导学生克服片面学习的观念。
比如，当前一些学生只重视应试学科，把“学好数
理化当作硬道理”，把学习地理视为“白耳门”。这
是一种学习观念上的错误，要树立为革命理想学
习好地理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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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化学是启蒙性知识，也是学生在
未接触化学知道前具有好奇感的学科。因为生活
中的很多化学现象，他们弄不清楚，所以对化学
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很强，抓住这条心理规律，从
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入手，将会大大激发学习化学
的兴趣。

关键词：化学 生活 兴趣
化学知识涉及能源、医疗、环境保护等。而这

些在生活中都有体现，从生活中的化学入手，不
但能激发兴趣，还能培养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增强
环保社会责任感。怎么进行呢？要用素质教育理
念为指导，否则效果不佳。有所学校请了一位化
学科研单位的人员到学校讲科普知识。他重理论
轻现象，讲了很多学生难懂的理论，讲得学生恹
恹欲睡。第二次请了一位科普作家，他是专门从
事科普读物编辑的人，对初中学生的心理状态十
分了解，以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学生听得津津
有味，兴趣得到很大的激发。素质教育强调“遵循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
科学有效的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位科普
作家正是抓住了学生的心理规律，深刻地懂得文
学艺术的力量。故事是学生喜闻乐铜陵的文艺形
式，将生活中的化学知识与故事形式相结合，所
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下面举例来谈，具体的做

法。在一次化学教研会上，老师们说出了很多方
法。如讲故事，做实验，参观、社会调查等。
讲故事可以由老师讲作示范，可以发动学生

讲，资料有限，可以与语文老师合作。布置收集生
活中的化学素材，进行故事创作，一是训练了作文
能力，二是激发培养了化学兴趣，一举两得。在教
学时间上，故事可以单独用自习课或班会中的故
事会进行，也可以在教学中插入故事，分散进行。
这些故事由于发动了学生，体现了学生的主体精
神，所以大多数都是学生收集素材创作的。例如：
故事（一），《养鱼中毒》，某农村有个单身汉，

在自家屋前一丈见方的水池养了鱼苗。一年后，
鱼长得又肥又大了。过年了，他捞鱼做美餐。不料
吃了鱼脚痛难忍，邻居把他弄到医院，一查是农
药中毒。哪儿来的农药呢？公安机关侦破了此案，
农药来源排除了别人投毒，农药就来自鱼的身
体。鱼的身体怎么会毒呢？自己养的鱼又没有喂
农药怎么有毒。公安人员详细了解了他养鱼的经
过，作出了判断。原来他每次去庄稼地里田里喷
洒农药，都是在池子里舀的水，喷洒回来时，又都
是在池子里洗器具，这样池水里就有了农药。鱼
食了含农药的水为什么没死呢？因为每次很少，
而且食一次，有一次的抗药性。一年之中，每次食
了农药鱼都不会死，但却在身体里积累了大量的

农药，长成了饱含农药的鱼体，而那个农民，他没
有与鱼的同步经历，没有形成对农药的抗药性，
所以一次食鱼就把他毒倒了。原来是这样，这是
相关化学与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同学们听了很
感谢老师讲了这个故事。他们的父母平时也不大
在意这样做的后果。好在他们洗喷农药器具的池
子很大，不会形成浓度较大的池水，但听了这个
故事，使他们提高了警惕，增强了环保意识。

故事（二），在一个村子里，法轮功邪教份子
活动猖獗。有一天，有个学生看见一个法轮功份
子从村里走过，向一户人的门缝里塞了一张纸，
他走后，趁那户人家中无人，他拿走了那张纸，但
这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他百思不得其解，拿
着这张白纸云请教老师。化学老师经过分析，推
测他不可能有特务使用的高级密写材料，只是就
地取材就能办到的。他想到了米汤写字的事。红
四方面军的创始人方志敏在狱中不也是用米汤
写字么。他于是打来一盆水放在讲桌上，用药用
碘酒溶解在水中，搅匀后，打开这张白纸平铺在
水中，奇迹出现了。纸上显出了蓝色的字迹。是法
轮功组织上级对下级工作的指示。原来他们在用
这种方式暗中窜通，继续搞违法活动。学校报告
了公安机关，那二人受到了处分。再说教室里的
这个实验，学生正等着老师揭秘呢？化学老师解
释道：米汤用干净的毛笔蘸上写在纸上，肉眼看
不见，但米汤含淀粉，水中有碘，淀粉遇碘会反应
变成蓝色。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用米汤写文章逃
避敌人检查的原因。同学们回家重做这个实验，
经历一下科研的过程，同学们纷纷行动起来。都

回家重做这个实验。药用碘液在一般药铺都能买
到，米汤煮饭就可获得。实验结果与老师做的实验
结果完全一样。这时，一个同学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是有一次，他把蘸过碘酒的棉签丢在潲水里，不
一会儿，潲水变成了蓝色。当时觉得奇怪，现在
终于可以解释了。潲水中有米饭，米饭泡在潲水
里溶进了淀粉。所以棉签上的残留碘便与淀粉
反应变成了蓝色。由此，同学们学习化学的兴趣
更浓了。

故事（三）《揭街头骗局》。暑假，学生们赶集的
时候多了。有一次，一个学生在街头看见一群人围
在那里，一个地摊江湖医生在口若悬河地宣传治
病奇术。那些人一个个地排队检查，有风湿的就买
他的高价药。这个学生也排在队伍里，看他搞什么
骗局。只见他给来人所说的痛处贴上一小片锡箔，
过两分钟问烫了没。一个个都回答烫了，轮到他
了，他也感觉到烫了，但他说的这儿痛是假的呀。
于是他大声说，烫了，但我这儿根本不痛昌，也不
曾痛过，这检查是假的，众人一听对游医产生了怀
疑，好些人悄悄溜走了，没买他的药。这个学生推
断是，他这是化学反应骗术。锡箔上涂有无色的在
空气中能产生热反应的化学药品。锡箔从包装里
拿出来暴露空气中，会很快产生热反应。如白磷就
是其中之一。他把这事一讲，大家对他翘起了赞扬
的拇指，兴趣更浓了。

生活中的化学，揭示其奥秘，是培养兴趣的途
径之一。

参考文献：《素质教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9）。

谈初中学生化学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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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是教书
育人的需要，也是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当今时
代的需要。

关键词：数学 德育渗透
一个学生学到了知识，出了自己所读书的学

校，无论到另外的学校还是进入了社会，如果在
德育上表现不佳，我们曾经教过他的教师都有责
任，都应寻找原因。曾从内地去香港读书的一个
学生，因发表对祖国的不当言论而被国人指责，
被母校从人才榜上除名。他的思想变化固然是多
方面的。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家庭社会的影响，
但学校教育也有责任。学校教育中，除了政治课
老师、班主任、各学科老师都有责任，数学老师也
不例外。数学虽非人文学科，但也是可以进行德
育渗透的。因为数学中蕴含的数学思想，都是对
人生有启迪的。所以在数学教学中，只要发掘出
那些数学思想，把它融入到思想教育中，就能达
到寓思想教育于知识教育的目的。数学知识中的
数学思想很多，单就数学概念所体现的辩证唯物
主义就不少。如乘方与开方，加法与减法，有理数
与无理数，指数与对数，相似与全等，多边形与
圆，等等，都是既对立而又统一的。对立与统一是
说这些概念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如平

行与相交，在欧氏几何中是绝对对立的概念，但
当几何引入“无限”的概念以后，平行的两直线就
可以在无穷远之处相交。数学中的这种对立统一
的概念，若只作为死知识教给学生，也只让学生
掌握了一种知识而已。也许有的学生继续升学深
造，在未来的事业中能用上这个知识，而有的学
生也许永远也无法用到这个知识点，但若把这个
对立统一的概念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就
成为一种思想武器来解决学习与生活中（无论还
是将来）的一些矛盾。例如某中学某班有两个学
生，来自同一乡镇。他们因父辈有不共戴天之仇。
他们在班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
且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地步。一天，数学老师把
他们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讲了平行与相交的原
理。问在物理学光学时，太阳光线是平行光束还
是非平行光束。答“平行光束”。又问顺着两条光
线往太阳方向延伸达到太阳的地方，他们怎样
了？答曰“相交了”。老师说，这就是平行线在无穷
远处相交的例子。再看那铁路上的两条铁轨，如
果不处处用枕木固定两轨间的距离，让他们自然
延伸，他们终究也会有一头要相交。你们两家父
辈有仇，你们若顺其自然，在你们这一代或者下
一代总会冤解而归于和好的，若像用枕木撑着的

铁轨那样，恐怕就永无和好之日了。一席话给他
们二人以有益的启迪。从此他们不再那么水火不
容了。这位老师不是生硬地对他们说教，而是把
思想教育融于数学思想之中，起到了润物细无声
的作用。又例，有一次，老师把班干部召集开会，
是要教给他们当班干部的方法。因为一段时间，
数学老师发现在开展一些大小活动时，班上的班
干部们都忙忙碌碌很劳累，这说明他们不善于发
动群众。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围成一圈看一
看。如果用一根绳子连起来就是一个五边形，势
单力薄啊。如果让这个多边形的边数不断增多，
多边形就会连成一个圈了。一个圆，人多力量大
呀！要达到这个效果，就要发动群众，你们当组织
者，大家参与，这样就会取得圆满成功。几个干部
听了，茅塞顿开，在学习数学时，怎么就没有把数
学思想融入工作方法呢？以后，这几个干部就学
会了从数学思想里寻找对生活的启迪了。又例：
高中学生在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中，懂得量变引
起质变的规律。而在数学学习中，有的学生却不
遵循这一规律。当弄懂了一个数学原理，做了有
代表性的几道题之后就懒得再做练习了。这样虽
然懂了但不熟练。当遇到数学问题时，如考试或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别人能快速解决而这个人却
久思而无果，或解题路子正确，但慢如老太太走
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是快节奏的工作，哪
容得慢条斯理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数学老师
让学生结合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寻找做题慢的
原因。受了老师的启迪，同学们很快就找到了原

因：在懂得了原理后，还需要大量地反复地练习
（这种练习与选题不精的题海战术有本质区别），
这样才能熟能生巧。熟就是要多练，这是量的积
累。巧就是有质量。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些对所学
的新知识浅尝辄止的同学也脚踏实地地勤学苦练
了。评析，前面所讲的发掘数学思想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这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学
生学会学习，使学生既学到了学习方法又提高了
哲学水准。又例：爱国主义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内容之一。新课程标准强调要培养学生积极向上
的情感，热爱祖国的情怀。这种思想教育在数学
教学中，应该主要通过树立榜样来达到目的。如
给他们讲数学故事，讲数学事件。如我对同学们讲
了这样一件事：当前的美国，由于特朗普的极端排
外主义，尤其把中国当作头号竞争对手。把在美国
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作窃取他国技术的洪水猛兽，
于是把大批科技人才遣返回国。这样，在美国工作
的知名学者也看清了美国的嘴脸。自己不在遣返
之列，也主动回国，即使高薪也留不住。其中就有
数学家，物理学家等等。这些人的爱国情怀深深打
动了我的学生。他们在发言中说，我要立志成才，
为中国强起来而读书，如果到国外留学，首先要深
刻地打上热爱祖国的烙印，即使将来成了大才，无
论何时，无论何地，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以上就是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点滴
心得。

参考文献：《素质教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谈数学教学中的思想渗透
阴 四川省德阳中学 杨兴宇

摘要：一般而言，语文教学易于做到形式的
生动化，而数学则不易，因为语文是形象思维，数
学是抽象思维。但只要遵循素质教育理念，数学
仍可以使教学形式生动化。

关键词：数学 生动
素质教育倡导，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

律，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科学有效的途径，使他
们在智育、德育、适应未来社会并推动社会前进
方面，这些素质都得到提高。从小学生的身心发
展规律来说，他们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所以，
只要以素质教育为理念，化抽象为形象，就能做
到教学形式的生动化。要化抽象为形象，教师应
具备如下素质：一是具有平易近人的教态，如果
像应试教育那样搞注入式，要求学生死记硬背，
那么老师的教态除了严肃还是严肃。面对十分严
肃的老师，又加上被动地接收知识，心情不可能
放松，这样的课堂氛围是不可能生动的。二是要
具有想象力和幽默感。即数学教师也要有语文教
师的形象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化抽象为形象，化
腐朽为神奇，教学形式自然就生动了。例，对 10
以内数的认识，要数形结合，有位老师让学生口
头数数，从 1数到 10，并要学生记住数表示的数
量。如“4”是数 4下的结果，“6”是数 6下的结果。

但学生对数的概念仍然模糊。若采用如下教法，
效果就不一样了。先出示 10个实物（苹果、石子
皆可），按排列编序数。把序数和数目结合进行。
从 1数到 10，即第 1、第 2……，这是序数的概念。
指着第 4个苹果问，这是第几？学生回答“第 4”。
又问，第 4就表示 4个苹果（或石子）吗？这时一
定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说表示 4个苹果（或石
子），一种说不是。问为什么不是？学生又说不出
个所以然。老师评判4个苹果（或石子）错了，一部
分学生大吃一惊，为什么错了呢？另一部分学生庆
幸自己回答正确，但仍等待老师进一步解答。这时
老师才觉得是纠错与解疑的最好时机。老师说，
“第 4个只表示 4在数列里的位置，安排在 3之
后，5之前而已。本身并不拥有实在的数目。又如在
医院排号看病，你排在第 3名，难道说你有 3个什
么物体吗？没有。这样的解释，两部分学生都懂了。
当老师再让他们闭着眼睛想一想“4”所在的序列
位置，他们便更加清楚了。接着，摆上 4个青苹果
（或石子），让学生写出对应的数字，学生们会写出
“4”。问这“4”就表示有 4个青苹果（或石子）吗？学
生定会齐声问答“是的”。因为他们已能把第 4与 4
个区分清楚了。评析：这种教法就体现了教学形式
的生动性。若问生动在什么地方？应是如下方面。

1、有实物辅助教学，化抽象为形象；2、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让学生回答，当学生回答有正有误时，这就
发现了问题，产生了疑问，发现问题是分析问题的
前提，疑为思之始。所以这个设问其目的就是引发
思考探讨。这时老师的作答在学生心中起了对比
作用（学生的回答与老师的解答形成了对比）。在
对比中理解，印象深刻，记得牢，整个过程，学生的
思维始终处于积极状态，学生的主体精神便发挥
出来了。能激发主体精神的教学形式必定是生动
的。如果不这样由老师直接告诉学生怎样怎样，学
生未经过思考是未经消化的东西，模糊且印象不
深，这个过程是死板而非生动的。又例，教学陆上
行程问题，这个问题“速度×时间 =距离”是基本理
论，追击问题，相遇问题都离不开基本理论。但基
本理论好理解，而追击与相遇理解起来却较抽象。
有的老师为了走捷径，走过场式地讲完解题步骤，
就让学生死记住那种方法。这种形式实在太死板，
学生也是模糊的理解。若换成另外的教法，则效果
又不同了。教法如下：（1）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让
他们回忆平时与别人走路的情形。从自己追击别
人的情形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即要追上别人就必
须比别人走得快。这一点，每一个同学都能悟出
来。但比别人快多少？这就费思考了，这就是问题
的关键。这时就不能抽象的讲解，而要通过把生活
经验用线段示意图加以表示。如有一道题：甲乙相
距一公里，甲乙同时向同一方向出发，2小时甲追
上乙。问甲每小时比乙快多少公里？经验回忆只有
粗略轮廓，用线段示意图这样表示：在本子上画一

条横线。从最左端定为甲点，稍向右定为乙点。这
段距离标成 1公里，在再右的地方定为追上的地
点。这时问学生：两小时甲乙都从起点走到同一终
点。从图上看，谁多走了路，走了多少？同学们一目
了然地就看到了多走了 1公里。又问是多少时间
多走的？答 2小时。又问：甲每小时多走多少公里。
这时学生对这个问题已是水到渠成，能顺利回答
出 1÷2=0.5（公里）。评析：这个过程中，学生在老师
的启发引导下，思维也始终处于积极思考状态。由
于老师启发有序，从生活经验到看示意图，学生认
知顺利，且心情舒畅，不会感到思维闭塞的苦闷。
这也是教学形式生动的结果。它的生动就体现在
调动了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感受到要学好数
学，不可不积累生活经验，潜移默化地受到关注生
活的影响。由调动生活经验到看示意图，这是由形
象到抽象的过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学生感到
轻松而自然，思维顺畅。由示意图引导解题步骤，
水到渠成。这个过程自然是生动的。这又好比打
仗，如果指挥员指挥得乱了方寸，战士打得力不从
心，怨心四起，这过程就无生动可言。若指挥得科
学而且艺术，战士打得得心应手，这个过程，从指
挥员到战士一定都会感到是生动的。教学形式的
生动性，除了教师精心设计，还需要学生的密切配
合。要学生密切配合，就要引导学生适应素质教育
的理念和方法。只要这两方面都下足了功夫，就能
收到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素质教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谈小学数学教学形式的生动性
阴 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雁门小学 张仙魅

高中作文
教学探索与研究
阴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孟勤

摘要：作文是学生文学素养的综合体现，从学

生作文的水平就能看出学生语文学科学习的状态。

作文是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从应试的角度来看，

作文在各个阶段的考试都有较大的分值，从学生发

展的角度来看，写作可以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自己学

到的字、词、句、篇，通过写作让学生学会运用文

字来表达自我、展示自我。因此，作为语文教师要

不断强化自己作文教学水平，探究更多的作文教学

策略，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关键词：夯实基础；阅读量；写作技巧；培养

兴趣；习惯养成

谈到写作，很多语文教师都为此头疼，认为作

文教学比较困难，学生的写作较低，一些学生在写

作时无法可说、无事可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

工作中对不同年级的学生、教师进行了调查了解，

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1、学生字词积累不够，基础不扎实

字、词、句是学生写作的基础，万丈高楼从地

起，字、词、句是建起作文的每一块砖，缺少了这

些，学生写出来的作文就只有一堆框架，让人读起

来平淡无常。在与学生的交谈中，笔者发现学生们

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令他们难忘的事情，可是学生总

是把这些事情叙述得平淡无奇，究其根本，是因为

学生的字、词、句积累得太少，在描述这些事情不

知道用怎样的字词来叙述。

2、学生不爱看书，阅读积累少

阅读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方法，从其他

人优秀的文章中学生可以学到写作的技巧，学习作

者对语文文字的运用方法，读得多学生自然能耳濡

目染。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很多学生课余生活中

很少进行课外阅读，更多的时间是看电视、玩手机，

这也是现在的各种电子产品所带来的改变。

3、没有透彻的理解作文写作技巧

凡事都要将就技巧，写作也不例外。对于一件

事的叙述、一个人物的描写可以采取不同的写作技

巧，而不同的技巧写作出来的作文就能呈现不同的

阅读感受。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写作能力较差的

学生对写作技巧的理解很浅薄，没有内化为自己的

写作技能。

4、认为作文难写，缺乏兴趣，没有写作习惯

清代儒学大家曾国藩的家书闻名于世，然而曾

国藩小时候相比其他小孩子却是很愚钝的，为何曾

国藩最后能成为文学大家，原因是他每天坚持写日

记，直到他不能提笔为止。写作不仅要多看还要多

写，写得多了对字词的运用就更加的顺畅，写得多

了对写作的技巧的掌握就会更加牢固，对写作技巧

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然而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

很多学生对写作都有畏难心理，一谈到作文就头疼，

对写作没有兴趣，当然也没有写作的习惯。

针对上述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学生写作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教学时，可以采取以下有针对性的策略：

1、提升学生字词积累量，夯实基础

字、词积累不是短时间就能提升，需要教师和

学生长时间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学生自己要重视字

词的积累。对此，我们在教学中，首先是要在课堂

中让学生深刻理解书本中出现的各种字词，这些字

词能表达哪些意思以及这些文字的运用方法；其次

是让学生学会运用这些字词并进行实践，从而加深

他们对字词的理解和运用；最后是让学生养成积累

字词句的习惯，从日常教学着手，让学生准备一个

笔记本，把自己在课堂内外收集的字词句篇进行整

理，记录到自己的笔记本中。

结合学生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开展有关字词积

累的各种活动，比如汉字比赛，成语接龙等等，一

方面可以通过活动扩充学生的字词积累，另一方面

利用活动让学生感受到文字的魅力，提高学生积累

文字的兴趣。

2、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

很多学生认为读书就是咬文嚼字，相比手机游

戏、电视剧，很乏味、很无趣，这就是学生没有体

验到阅读的乐趣和意义。那么如何要唤起学生对阅

读的兴趣呢？笔者认为一是让学生感受到文字的魅

力所在，二是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愉快的心理体验。

文字的魅力隐藏在每一篇优秀的文章，需要学生的

细心品读，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阅读教学时，要引

领学生静下心来，走进文章中去仔细品味，同时还

要在关键时候予以引导，让学生明白作者为何使用

这些文字进行描述。在阅读过后，教师应让学生对

自己所阅读的文章进行总结，让他们体验到在阅读

中获得的成长、成功，从而让他们获得愉快的心理

体验。

当学生有了阅读的兴趣后，我们就可以及时跟

进，推荐一些优秀的文章，帮助学生养成阅读的

习惯。

3、勤写、勤练，帮助学生获得写作技巧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首先要给学生讲清楚写作

的技巧，让他们感受不同写作技巧所呈现的不同阅

读感受，在学生有了对写作技巧的清晰认识，要及

时让学生利用这些技巧进行仿写练习，在练习中进

一步加深他们对写作技巧的掌握和运用。学到的写

作技能都要让学生赴之实践，勤写、勤练，这样他

们写作水平才能有所提升。

4、培养学生写作兴趣，逐渐养成日常写作的

习惯

在写作教学中，我们要消除学生对写作的畏难

情绪，教师要采取“赏识教育”的原则，对于写作

能力欠缺的学生不能过多的批评，更应看到他们作

文中的亮点，并加以鼓励，对于学生的问题要多引

导，逐渐唤起他们对写作的兴趣。在学生对写作产

生兴趣后，我们可以鼓励学生每天写日记，记录自

己的日常生活点滴，帮助他们逐渐养成写作的习惯。

高中生作文教学其实并不难，关键在于教师要

找准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思考

相对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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