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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高中语文议论文写作：一是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目的性和规划性、教学策略不当、作文评改效率低

等问题；二是高中语文议论文写作教学策略,根据高中语文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

性,掌握议论文写作的要点,提高议论文写作的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 写作；修改；讲评 

 

培养高中生的听,说,读,写综合能力,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注

重“写作”在整体汉语能力框架中的支柱作用,引导学生热爱功课,发展学

生扎实的写作技巧,并撰写高考写作等作品,从而获得高分,这一直是同行

们在教学中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1 写作前引导学生进入角色,酝酿情思,发挥情感对写作的促进

作用 

这一环节往往被人忽略,觉得出个题目让学生去写就是了,无需多

说。实际上,请仔细考虑。通常的作文训练与考试不同。重点在于“练

习”的能力,而考试则侧重于“测试”的质量。从练能力的需要出发,我

们怎么能出个题目丢给学生就算完了呢？张志公先生曾提出作文命题

要鲜活,增强对象性,以纠正学生一种无对策、无目的的为写作而写作的

被动状态。我只想从情绪刺激的角度谈谈我的理解。通常我们很容易发

现,学生优美的文辞,闪光的思想,并不存在于完成老师作业的作文薄上,

而是存在于学生的日记里,随感而发的自由作文里。为什么呢？就是因

为这些文章是学生自己主动要写的,他们在写作时沉浸在某些情感需求

中,这就是他们想要说的。写作文当然不能太自由,而且学生也未必知道

感情在起作用,这就要求老师善于引导学生在平时作文中善于酝酿情思,

充分利用这种情感促进思维、促进表达,变“要我说”为“我要说”,并

且久之,养成良好的习惯。 

2 设置学生喜欢的话题,激发写作欲望 

兴趣是人们处理事务的驱动发条,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单纯的写作

训练显得枯燥乏味,就会导致学生思想开小差,应付差事。因此,在写作

教学中,要根据其认知能力发展生动活泼的主题,并根据其认知倾向和

生活经验表达自己的愿望,引导学生积极学习作文,提高写作效率。教学

实践中,笔者常常即兴选取一篇优美的散文让大家写读后感,或者让大

家写时况评论,还有让大家根据身边发生的一些趣味小事,设置话题,这

样更贴近生活,学生的写作激情被充分激活了。如,训练写议论文时,笔

者根据学校对使用手机的有关规定,先让学生就“中学生使用手机带来

的利弊”来进行口头讨论。这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在讨论、发表自

己的观点时大家比较踊跃,于是乎学生见仁见智,滔滔不绝,最后让学生

对刚才的观点进行整合,用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一篇成功的议

论文。 

3 丰富课外阅读,积累写作素材 

韩愈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就是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没有读的

“耕耘”,就没有写的“收获”,阅读可以开阔思维,活跃文思。从根本上

说,写作中的材料都是取自社会生活,但一个人的阅历有限,不可能对宇

宙间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事物都去直接观察和感受。广泛阅读,则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自己不可能亲自去接触、认知的生活和知识。学生通过阅读

书籍,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穿梭于古今,漫游于人类所创造的精神空间,

不仅能极大地扩展学生的精神生活面,而且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精神

生活的质量,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广泛大量的阅读

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基础。课外阅读是课内学习的延伸与补充。

通过开展课外阅读,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思维,使之对语文学习产

生浓厚的兴趣,学生在课内外阅读中可以进一步补充营养,写作和阅读

能力都会有明显的突破。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对所读之书进行熟读精思,

融会贯通,积累材料,让它成为自己写作的"源头活水",学会迁移,并运

用到作文中去。 

4 教师最后总结讲评 

这一点是我们语文老师最熟悉不过的了,在此不再阐述了。但结合

以上做法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教师在讲评中需注意两个比较：一是学生

作文修改前后的纵向比较,二是学生之间作文的横向比较。作文写作是

语文教学的半边天,而且主体的实践性特别强。但是,这重要的半边天现

在却缩成了一小片天,且又被教师统着。因此,拓宽学习作文教学的思路

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其中,单一作文的具体教学是整体作文教学的基础,

是实现作文教学目标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从此角度探讨一些做法,求

教于大方之家。 

5 结束语 

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和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学生,我们

不能苛求他们的见解要如何高明和正确。更何况对于中国语言的理解见仁

见智的情况是经常有的,就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新课标就提到要“重视对学

生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的评价。”因此,在学生的观点不一定正确甚至是错

误的时候,首先要维护学生表达观点的权利和热情,同时引导学生自己表

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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