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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作文教学应适应学情而施教

读王荣生《写作应该教什么》有感

印 凤 迎

读《写作应该教什么》我对“生活中的写作活动，可能更多

的是个性化的，是非常自主的行为”深有感触。

写作教学应当基于学情。 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过分

的生命拔节只会让班上学生两极分化严重，优生更优，后进生更

落后。我们指导写作不应该只指导写作技法，作文中应加强任务

写作指导，带领学生去尝试去实践，或者想办法帮助学生进行情

感的回放，从而获得真实体验，才能写出真情实感。

在设计写作学习任务中，笔者说“学生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教师也要去看；学生喜欢读什么书，教师要去读。只有透彻地了

解自己的学生，才能准确找到学生的兴趣之所在。如果教师自己

把握不准，一定要听听学生的意见，不要凭自己的主观下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孩子的学生间存有代沟，学生喜欢的诸多事

物我们都认为是与学习无关的，是在浪费光阴。其实在这方面我

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从学生喜欢的事物中试着挖掘素材，寻找

设计写作学习任务的内容。

中职写作教学的设计开发大体上需要经过如下路径：其一，

了解、分析学生写作学习障碍，确定目标与内容。如果是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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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那么我们就可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目标为“围绕一个意思

写一段话”，教学内容就是学习“围绕一个意思写一段话的方法”；

其二，设计具体情境驱动学生开展写作实践。教师可以从这

几个方面设置情境：1.提供真实情景，要根据作文的计划和要求

学生进行实物实地的观察。让学生走出校门，多参加有意义的活

动，积累写作材料，更多地感受生活的美。提供情境教学的关键

是培养学生的观察习惯，引导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2.创造情景

就是教师人为的创造某种情境，为学生的习作提供直观的素材，

如把某项事物给制成图片，或利用现成图片让学生看见作文，有

条件的学校可以利用各种电化教学手段，把学生难以看到的事物

显现于他们的面前，然后即兴作文。还可以通过故事会讲故事，

教师绘声绘色的讲述以及叫学生把一些好人好事表演出来等方

式创造情景，为学生的作文选素材创造必要的条件；3.学生的作

文素材有时要选自经历过的事情，就要引导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

如写事的时候要引导学生回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

过结局等有关细节，如写人的，要回忆人物的特征，人物的对话，

人物的活动，如写一个场景，就要回忆其特点等等；4.想象情景，

无论是以教师提供的情景为题材，还是以自己回忆的情景为题材

进行写作，都离不开想象情景，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想象，凭借

他们平时积累的生活情景，适当加入想象情境的成分，把文章写

活；

三，提供必要的支架援助。写作教学“进行时”强调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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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但如果不充分考虑、分析学情，不根据学情提供适当的写作

支架，单纯地进行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不能实现高效率的教学，

耗时耗精力。若写作支架针对性较强，能起到化难为易，化繁为

简的功效，且能有效激活学生的写作思维。

写作教学就是研究学生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样本，根据学生的

写作状态和写作样本，确定最近一个阶段写作中心和要突破的目

标。比如：这一个月只针对一个问题，让学生将开头写好，结合

阅读课，找到切合点，进行作文教学，根据学生写的情况，再确

定习作重点，当天收、改、评，重视二次修改。这种方法任务重，

压力大，但若坚持下来，肯定效果显著的。基于学情，以生为本，

去学生的习作中寻找问题，确定重心，突破目标。这就需要作为

老师的我们快快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