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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作文教学的有效性，是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重

要途径，作文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生写作难，教师

教写作也难，是长期面临的问题。 探寻有效的作文教学

之路是语文教师努力的方向。笔者在课堂中积极探索并

实践“情景式作文教学法”，帮助学生更好地写作，提升

初中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一、初中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学生写作时面临的困难，笔者做

了一份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如表 1。
表 1 初中生写作存在的困难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写作难是普遍问题，素材缺乏

和觉得教师的指导欠缺是困难的主要原因。
（一）学生缺乏写作素材

在日常作文教学中，会发现很多学生的作文素材缺

乏时代气息。比如写母爱，总喜欢写“我”发烧了，妈妈一

头汗水地背“我”去医院看病。 写做好事，写“我”在公交

车上给残疾人让座。 写老师，爱写“我”深夜经过老师办

公室的窗前，看到老师还在挑灯备课。 社会的发展日新

月异，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的作文中却陈词滥调。
我们迫切需要更新作文教学方法，以帮助学生把眼前真

实的生活作为最佳素材写进作文中。
（二）教师缺乏有效引导

学生写作文存在穿旧鞋走旧路的问题， 跟教师进行

作文教学时缺乏有效引导有一定关系。寻常的作文教学，
先是教师展示作文题目，然后对审题进行讲解，接着出示

范文，最后让学生自己成篇。这种做法，显得粗线条，不够

细致。没有引导学生细心观察、体验、感悟生活，形成自己

独到的作文素材。 作文教学的种种弊端，亟待改革。
二、什么是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

（一）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的概念

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是创设具体生动的场景，激发

学生的写作情绪， 帮助学生积累或者调用写作素材，完
成写作任务的作文教学方法。 “场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

地点，以自然景观、人物活动或事情发生为中心的生活

画面。 “情景”可以是现实生活、自然景观、虚拟故事等

等。 情景作文教学法，也称为情境作文教学法。 “情境作

文如果设计得好， 它便于学生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呈现写作个性。 ”[1]
（二）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的作用

“在作文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的模式有利于增强师

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条信息和情

绪感知的通道。 ”[2]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有两个作用：第
一，教师设置情景，引导学生观察，帮助学生实现“我手

写我心”。为了让学生体验田间劳作，组织学生在同一块

水田里春天插秧，秋天割稻。 对于在钢筋水泥中长大的

少年而言，这是难得的劳动。 笔者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稻

谷的成长、同学们的劳作、家委的帮助……，然后让学生

自由写作。 有的写“一粒米的长成”，有的写“播下希望，
收获成果”，有的写“退步即是前行”，因为在真实的情景

中有真实的生活体验，学生兴趣盎然地写出了不一样的

劳动体验。 第二，学生置身于情景中，思维活跃，写出的作

文千人千面。 有一次考试作文要求写 “最值得我尊敬的

人”。 笔者给学生布置了情景观察题：利用课外时间仔细

观察党员志愿者、快递小哥、清洁工等等人员为社会默默

奉献的场景。学生用心体验然后写作，避免了“灯下黑”。效
果是不错的，学生有的写党员志愿者守护交通岗，有的写

快递小哥风里雨里送货上门， 有的写清洁工救助流浪猫

狗……一下子百花齐放，多姿多彩。 生活本来就不止一种

色彩，引导学生置身情景，就能活跃思维，催得百花绽放。
三、初中作文情景式教学的应用

情景作文分为现实作文情景、虚拟作文情景、口头

作文情景和想象作文情景等。
（一）现实作文情景

现实作文情景是指为学生创设真实的生活场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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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选项 比例

问题一：
写作难不难

难 85%
一般 13%
不难 2%

问题二：
困难原因

素材缺乏 46%
指导欠缺 34%
不会表达 13%

理论·探索

174· ·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课程教育研究 2021年第 39期

学生置身于特定的真实情景中，身临其境，亲眼观察，亲
耳听闻，亲手体验，亲身感悟。 “情境作文主张将作文‘镶
嵌’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浸泡’在浓浓的生活的‘汁
液’里，用生活的方式写生活，使作文真正成为由内而

外、灵动的东西，成为生命历程的表达。 ”[3]
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写作任务是“热爱生活，热爱

写作”，其中有个作文题目是“校园里有这么一个有趣的

地方”。 在最初的片段写作里，大部分同学写的是碧绿的

草坪，朗朗的书声，运动的学生。 甚至有同学写道：“最有

趣的是雪后的小草。 ”要知道，笔者所在的学校在广州，冬
天几乎不会下雪。 总之，要么缺乏特色，要么脱离实际。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观察校园，描写校园，笔者特意

带着学生重新观察校道花草、 喷泉水池、 生物园、 地理

园……。 总之，让学生完全置身于现实的作文情景中。 经

过置身现实作文情景的训练后，学生第二次描写“校园有

趣的地方”有了很大的提升。 有的描写橙色异木棉如何顽

强地挺过台风“山竹”的考验；有的描写火红热烈的木槿

（有名状元红）寄托了学校对学生的殷殷期望；有的写喷

水池里的四只乌龟如何争食，积极向上者生存，畏葸不前

者遭淘汰； 有的写走廊里的几十幅楹联都篆刻着出自古

籍的箴言，体现了浓郁的君子文化特色……。 这就是在现

实的情景体验下激发的多姿多彩的个性化作文。
（二）模拟作文情景

由于课堂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场

景都可以亲自经历。 所以，虚拟作文情景也是情景作文

教学的一种形式。 模拟作文情景是指通过视频展示、角
色扮演等方式，模拟真实作文情景。
2021年 5月，袁隆平院士驾鹤西去，为了让学生记

住这位功勋卓著的现代神农氏，笔者布置了一篇“致敬

袁隆平”的作文。虽然学生对袁院士的工作有所耳闻，但
是毕竟并不熟悉，提起笔觉得笔头艰涩。

为了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写作状态，笔者设置了模拟

作文情景。 先播放了一段视频，长沙街头成千上万的市

民自发送别袁院士，汽笛长鸣，群众高呼：“袁爷爷一路

走好！ ”人民群众对袁爷爷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敬重，一下

子深深感染了学生。 接着播放 2004年《感动中国》中关

于袁爷爷的视频， 学生更进一步感受袁爷爷的高尚人

格。 有了模拟情景做基础后，一篇篇习作从学生的笔端

流出。 有的赞颂他对人类粮食增产的卓越贡献，有的赞

美他高龄亲自下田的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有的赞叹他

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有的表示要继承袁爷爷的遗志，
投身科学，早日实现禾下乘凉之梦。
（三）口头作文情景

口头作文情景，是指以口头表述为主要方式的作文

情景。 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写作任务是写游记。 笔者

设计口头作文情景，让学生先口头交流，再写作。口头作

文情景题目如下：马上要到十一国庆假期了，老师打算

带着家人在广州范围内旅游，请你给老师推荐一个有趣

的景点，给老师当小导游，告诉老师这个景点的特色，请
注意浏览景点的顺序。 接到“当导游”的任务后，学生立

马眼睛发亮，开始组内热烈交流，聊起景点头头是道。不
经意间，一段段特色鲜明，游序井然的游记脱口而出。有
的推荐野趣横生的长隆野生动物园，有的推荐广东名园

余荫山房，有的推荐丹霞矿场莲花山，有的推荐面朝大海的

南沙天后宫，有的推荐郁郁葱葱的华南植物园……。口头作

文情景，打开了学生的话匣子，也掘开了学生的写作源

泉。
（四）想象作文情景

想象作文情景，是以想象和联想为主要方式，设置写

作情景。 “这种训练要求学生调动已有知识和表象积累，
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想象， 从而创造出一个源于材料而

又不同于材料的表象。 ”[4]七年级下册有篇课文是刘慈欣

的《带上她的眼睛》，课文学完后，学生对科幻小说兴趣盎

然，意犹未尽。 于是笔者因势利导，引导学生为《带上她的

眼睛》写上续作。 想象作文情景的设置如下：请同学们闭

上眼睛， 想象自己是困在地心的她， 或者是身处地面的

“我”，接下来两位主人公会演绎怎样的故事？
学生闭目冥思，沉浸在想象的情景中，仿佛自己正

在演绎两位主人公的后续故事。 冥想结束后，学生奋笔

疾书，写下了各种续集。有的写她融入地心人的族群，成
为地面人的卧底，历尽艰辛向地面人传递地心人即将入

侵的阴谋；有的写“我”冒险找到了她，可惜她已经成了

永远的睡美人，为了与她相伴终身，“我”用基因技术复

制了一个“她”，并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种种天马

行空，想象瑰丽的续集令人惊叹不已。 想象作文情景在

想象类的作文写作中起到了积极效果。
四、结语

创设现实类、模拟类、口头类、想象类作文情景，有
助于唤醒学生对生活直接或者间接的生活体验，让学生

达到作文训练的目标，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

养，从而提高作文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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