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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念不当”、“素材调用困难”和“反馈不及时”是当前造成中小学生“作文难”的三大最核心问题。

要想从根本上突破困境，必须从改善学生写作环境入手，打造孕育“生态化作文”的新教学模式。近年，

广州市教育局在全市中小学建立“学生智慧型成长阅读平台”，这一创新举措为在实践中探索生态写作

教学模式提供了宝贵契机：通过平台各式各样的读后“再创作”活动，激发学生作文热情，转变学生错

误的写作观念；教师通过平台开展读写“一体化”教学，帮助学生实现对文本材料的精加工，培养学生

积累和调用素材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平台“悦读圈”分享互动，解决学生写作反馈迟滞、单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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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inappropriate concept”, “difficulty to call material”, and “delayed feedback” are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result in writing improficien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dilemma fundamentally, we must start by improving the writ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and creating a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nurtures “ecological essay writing”. In recent 
years,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Bureau of Education has established an “Intelligent Reading Plat-
form for Students’ Growth” in the city’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is an innovative in-
itiative that provid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writing teaching model in 
practice: Firstly, through various post-reading “re-creation” activities on the platform, students’ en-
thusiasm for writing is stimulated and their misconceptions about writing are transformed. Second-
ly, teachers carry out integrated teaching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the platform, helping stu-
dents to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study the text materials and cultivating their awareness and abili-
ty to accumulate and recall materials. Finally, as students can share their work through the “read-
ing circle” of the platform with others, the problem of deferred and plain feedback of students’ com-
positions can als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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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文教学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最让学生和教师头疼的模块。不仅学生感到“没话写、

不想写、畏惧写”，教师也觉得“难教、怕教”。如何让学生喜欢写作、爱上作文，不仅需要语文教师

们“挖心思，想妙招”，还需要从环境入手，打破传统作文教学模式，构建语文写作教学“新生态”；

而这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已成为可能。下面，本文将分析和指出造成学生“写作难”的三个

关键性问题，并结合广州市中小学建立“智慧型成长阅读平台”的创新举措，探索互联网+语文习作教学

新模式，逐一为语文教师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 

2. 当前学生“写作难”的主要问题分析 

学生产生“作文难”问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观念不当”、“素材调用困难”和“反馈不

及时”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 

2.1. 对作文的错误认知造成了学生的写作表达欲不强 

写作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情感、沟通思想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本应成为主动、愉快的表

达过程。然而，中小学生却普遍缺乏写作文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学生对“作文”二字的认知错误造

成了这一困境。广东北江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向连高老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少学生具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把写作文看成是‘做数学题’，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图解作文题目或证明它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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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在学生眼里，“作文”从来都是跟“作业”、“考试”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怎能会不感觉

到压力，又怎么会享受写作的过程呢？向老师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作文题目当成是一个‘引子’，

让它将你引向你最关注、最多思考、最有话可说的内容上去，然后把作文当成是一个‘平台’，你在上

面与阅卷老师对话，向他展示你的学识和素养。”作文表达应当是充满情绪的，一想到有机会要说自己

的心里话，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和冲动。 
但是，一直以来，语文写作教学只关注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表达技能的训练，“缺乏对真实语言情境

与学生个体生活经验的关照”，导致学生作文与真实生活中的写作存在着较大距离；同时，过度“单一

的内容来源、教导主义和教师控制”不能尊重和发现学生的个性，更无法“为积极建构、自由对话的学

习创造机会和可能”[1]。这样不仅打压了学生原本写作的积极性和表达欲，导致学生从未真正体会过创

作的成就感和作文的价值，甚至使得学生逃避写作、畏惧作文。中小学语文写作教学应当给予学生“应

有的心理自由”，不能让学生“在初习写作尚缺乏必要的体验和感悟的时候”，就过多地接受形式、内

容、时间、字数等方面的规限，导致学生只能编造故事，无病呻吟，内容空洞，文字浮华，“牵强附会

地发议论，不露真情，更缺童心”[2]。这是中小学生作文中最大的问题。 

2.2. 缺乏积累和调用素材的意识和能力造成了学生写作文“无话可说” 

写作素材分内容素材和语言素材两种。内容素材可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学生不应缺乏写作

的内容素材。但由于上述讨论的学生对作文认识不当，导致了他们缺乏从生活中挖掘和调用写作素材的

意识；并且由于缺乏教师的正确指导，学生普遍不具备将生活经历转化为题目所要求的写作内容的能力。

而这应当是作文教学的重点，即教会学生如何在“自己想说的话”与“题目想要你说的话”之间搭建合

适的“桥梁”。 
语言素材一般来源于阅读，在阅读中品味文字语言的表达效果，提升对文字语言的敏感性与感受力，

并通过一定的刻意练习将这种“语感”转化为在使用中对文字语言的把控能力。在这里，必须强调大量

广泛课外阅读的重要性；并且采用朗读、精读等多种阅读方式方法，再加以仿写、续写等专项训练，有

利于学生更好地捕捉和体会语言文字的深刻意蕴和微妙技法，从而更好地进行表达输出。可以说，当前

的中小学生既缺乏积累素材的意识，也缺乏调用素材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写作时“无话可说、有话难说”

的困境。 

2.3. 缺乏必要的及时反馈也是造成学生作文问题的重要因素 

及时有益的反馈不仅对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也是维持学生写作兴趣的重要动力。写作

归根到底是一种交流行为，而“交流”必然是双向互动的。但在目前的中小学作文教学中，常常只有“作

者”这一个主体，而“读者”往往是单一的、滞后的、无趣的。“详改全班几十篇作文，教师即使全力

以赴也可能要积压较长的时间。学生得过一二周才可得到教师这个惟一‘读者’的意见：一个分数，一

个‘阅’字或一些空洞的评语。”对于作文批改结果，多数学生往往只是看个分数，然后塞进抽屉不了

了之[1]。作文教学指导流于形式，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作文教学改革必须克服作业批阅管理上的瓶

颈，着力探寻实现真正意义上作者与读者对话互通的有效形式，让学生不仅接受到来自教师的及时有益

的反馈评价，还能与同学、父母等多位读者互动交流。 
除以上三大问题外，中小学语文写作教学还面临着“课时少”、“教师自身缺乏习作实践”等诸多

问题。 

 

 

1在此谨对向连高老师所提出的语文作文教学理念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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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网+”背景下作文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改革 

然而，有趣的是，一方面，中小学生作文情况问题严峻，学生谈“文”色变、叫苦连天、文思匮乏、

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学生又在微博、博客、微信朋友圈、各种网络论坛等中挥洒创意、酣畅淋漓、文

思泉涌、乐此不疲，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归根到底，是传统中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模式的“异

化”与学生写作生态的“异化”导致了目前的困局。想要解决这一弊病，必须从改善学生写作环境入手，

让作文回归生活、回归自然，探索和打造孕育“生态化作文”的新教学模式。 
2017 年广州市教育局部署统一行动，在全市中小学建立“学生智慧型成长阅读平台”[3]，这一创新

举措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会读书”，建设“书香校园”，推进“全民阅

读”；也为重塑中小学生语文写作生态环境，改革作文教学模式，突破“观念不当”、“素材调用困难”

和“反馈不及时”的三大难题创造了实践机遇。 
“中小学生智慧型成长阅读平台”是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联合华南师范大学“中小学校园阅读推进研

究”项目组研发的一款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家、校、生”三方力量的高智能化课外阅读信息管

理平台[4]-[9]。通过该平台，教师可以布置和检查与阅读相关的各种作业；学生可以用手机每天在平台上

进行阅读打卡，并完成一系列的读后“闯关活动”，如：撰写读后感并发布“悦读圈”进行分享、亲子

朗读与角色扮演配音、故事续写和段落仿写等等，赢得一系列的奖赏激励，如获得一定积分可兑换名家

讲座的入场券等；同时，家长也可以通过平台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督促学生完成阅读作业，并可参与

各种亲子共读的活动。这一平台不仅有效地提升了中小学生的阅读素养，也为激发学生写作兴趣、提高

作文能力提供了全新的环境和便捷的条件。 

3.1. 平台上各式各样的读后“再创作”活动促进立体读写激发学生写作热情和表达欲 

学生每读完一本好书或仅仅是书中的某个精彩，总会产生或兴奋、或感动、或悲伤、或激愤的阅读

感受，而“智慧型成长阅读平台”中的打卡、分享功能就为学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让他们可以及时捕

捉和记录下自己的阅读体会，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分享出来。在平台上，表达分享的方式可以多样、

不受限制，小学低年级的同学可以通过录制语音和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分享，“以说带写”，锻炼口头作

文能力，为笔头作文的启蒙与发展奠定基础；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可以通过撰写阅读日记和博文等方式

进行分享。学生能够沉浸在真实立体的环境中阅读记录，引导学生主动地、有意义地、持久地阅读，从

而使学生在真实的读写实践的语境中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日积月累下去，学生的表达欲得到保留，创

作热情得到重新激发，作文能力也会在此过程中得到逐渐的提高。 

3.2. 教师通过平台开展读写“一体化”教学有利于帮助学生实现对文本材料的精加工 

阅读是语文能力培养的基础，其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州市教育局在中小学统一建立“智

慧型成长阅读平台”的创新举措，不仅使得学生的大量、有益性课外阅读得到了保证，也为教师充分利

用课外读物，帮助学生更好地将阅读输入有效转化为写作输出提供了服务功能。输入能否有效转化为输

出，主要取决于学生对阅读材料加工的精细程度。倘若学生只是粗略地浏览，了解文本的大概内容，显

然很难获得深刻的真知灼见以及吸收到作者在表达方式方法上的精华。而现如今，广州市的中小学语文

教师们可以通过平台，设计各种各样的主题阅读活动，帮助学生从各个角度把握作品的内容、思想、情

感和技法特点等，促进学生阅读的精加工。例如，在学生打卡读到书籍的某一页或读完某个章节后，平

台会自动弹出由教师事先设计好的指导问题：“请学生分析文中某个段落或语句所运用的修辞手法，结

合自己的阅读感受谈谈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并尝试自己也进行模仿写作”。这些作业活动能够很好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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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在阅读时细致留意文本中的各种内容和形式上的细节，有意识地积累写作的内容素材和语言素材，

并通过一定的读后续写、改写、相关话题讨论等写作任务，提高学生对这些写作素材的调用能力。 

3.3. 平台“悦读圈”有利于学生接受到来自教师、同学、家长多方对自己作品的及时反馈评价 

“悦读圈”是类似于微信朋友圈或微博的社交网络和作品展示平台，学生可以将自己各种各样的阅

读成果在“悦读圈”中进行发布，加入该平台的同班同学以及来自不同班级、年级、甚至不同学校的同

学、老师和家长都有机会在“悦读圈”上看到自己分享的作品，并对作品进行点赞、评论、转发等；好

评数越多的作品又有望被更多人看到，学校每年/学期的“点灯人”、“阅读之星”评比等都会参考学生

在平台上的活动表现数据。这样一来，学生的作品就有了“读者”，能够得到及时、真实、多维度的反

馈评价，学生更容易获得写作的成就感，自然也更愿意进行写作。同时，平台“悦读圈”也改变了教师

批阅作文的模式，相比起统一收取学生作文集中进行批改，教师通过“悦读圈”进行点评不仅反馈周期

短，这种“变时距、变比率的强化”模式还更能给予学生意料之外的惊喜，产生更好的指导效果 2；并且

也能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增加工作的趣味性。 
该平台目前处于初步应用阶段，广州部分中小学已经借助该平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智慧阅读活动，

在全科阅读、整本书阅读、联读悟写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有益实践[10]-[18]。我们有理由期待，待平

台大范围推广以后，它将为全面革新中小学生作文生态环境，促进语文教师教学模式改革，全方位提升

学生写作能力和语文素养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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