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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借资源东风  提高核心素养 

王书华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  江苏常州  213168 

摘要：作文教学历来是初中语文教学的一个难点。作为在试卷上所占分值最多的一类题型，教师和学生都深知写好作文的重要性，也确实花了

很大的力气，却收效甚微，甚至引起许多学生的反感。本文从开拓写作空间的角度入手，通过连结生活来拓展资源，激活学生的内在驱动力，提升

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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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语文教材主编温儒敏教授认为“语文核心素养”主要包含

四个方面内容：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

造，文化传承与理解。而写作，既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思维品

质的提升，还引导学生通过审美体验、评价等活动形成正确的审美意

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并在此过程中表现美、创造美。因此写作能

综合锻炼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作文教学，是语文老师心头的一道伤。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

及对部分老师、学生的访谈，发现了目前初中作文教学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尝试从生活资源入手，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以“我

手”写“我心”，用灵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真挚的情感，提高核心素养。 

初中作文教学的现状 

一、从教师的角度 

（一）教师对学生作文的指导情况 

教师受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固守传统的作文教学方式，侧重对

学生进行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指导。例如：布置了一篇作文，老师

详细讲解怎么审题、如何立意、如何选材，写事件时开头怎么写才能

吸引眼球，事件如何分层才显得跌宕起伏，结尾如何收尾才显得意犹

未尽，记叙文有几种新颖的形式，语言应如何才更动人。讲解得不可

谓不细致，花的功夫不可谓不多，学生的写作水平却并未有多大提

高。这主要是因为教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当教师要给学生一桶

水时，应充分考虑学生这个“器皿”原有的水平怎样，是否愿意装，

是否能装得下，装了之后是否能内化成自己的。这种“拿来主义”显

得十分苍白，而且固化了学生的写作思维，造成学生思维僵化。 

（二）教师的教学缺乏创新意识 

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来说，一方面囿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方面

由于考试的限制，“求稳”的心态，往往难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无

法突破、创新；年轻的老师虽然教学方式较为灵活，但缺乏足够的教

学经验，往往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学生写的文章或是给人一

种似曾相识之感，过于模式化，或是写得不伦不类，不知道究竟要表

达什么。教师教学时缺乏创新意识，势必带来学生写作时创新意识的

缺乏，造成诸多问题。 

二、从学生的角度 

（一）学生生活背景 

我校处于城乡结合部，班上大多数学生来自外来打工人员家庭，

学生的生活形式比较单一，基本是学校——家庭两点一线，接触的社

会面比较狭窄，信息量获取不多，知识储备较少。 

（二）学生的写作情况 

大多数学生不喜欢写作文，觉得写作时没有什么素材可写，真的

要写，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即使迫于老师的压力，不得不写，写作的

态度也较差。有的依葫芦画瓢，画了一个空壳子交差；有的胡编乱

造，一看就是“假文章”；有的写来写去就是一件事，“雨中送伞”“雪

夜生病”“让座”“环卫工”是学生的最爱；有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美其名曰：借鉴模仿，导致有一部分同学“撞车”；有的由于能力有

限，尽管确实认真写了，但“成品”枯燥无味，平淡无波。更有一部

分同学乱写一通，完成就行。只有很少一部分同学精心构思，认真对

待。学生的写作层次十分杂乱，良莠不齐。 

多样资源开新花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版）指出：“语文课程资源包括

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相关配套阅读材料、

其他图书、报刊、工具书、教学挂图，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

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场

所，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

告，等等。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俗民情、方言土语，国内外的重

要事件，日常生活的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1]在写作

教学中，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让学生感受到

生活之美，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并尝试用个性化的语言加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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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一、走出户外 

写作是一种本真的生活，它和唱歌、跳舞、绘画一样，都是人们

记录思维，表达生活情理的方式之一。写作并不是生活的点缀，一种

装饰，写作是当下生活的本身，生活是写作的源头。然而，现在的初

中生背负着沉重的学习负担，在生活中基本就是学校、家庭两点一

线，周末奔波于各种补习班，学生的课余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

学生的生活积累非常薄弱，笔下的文章就显得或是苍白无力，没有

“血肉感”，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架子；或是胡编乱造，缺乏真实感；或

是没题材可写，随便写一篇交差。作为语文教师，应积极主动地为学

生创造走进自然、体验真实的鲜活的世界的机会，在有限的课堂中，

不妨解开学生身体与心灵的束缚，让学生回归大自然，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晒晒太阳，赏赏佳木，嗅嗅花香，感受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

然的鲜活的气息，让本该激情飞扬的花样年华重新绽放活力，为学生

干枯的内心注入一丝甘露。 

九月，校园里正是丹桂飘香的季节。我们正好学到写景的课文，

怎么教学生写景，怎么把景写得优美灵动，其实是个难点。课文中有

许多写景方法的示范，但如果学生对要写的“景”从未仔细观察过，

只是有个大概印象，再好的写景方法也无法呈现生动的“景”。趁着辅

导课的时间，我把学生分成几组，分散到校园，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桂

花树，擅长绘画的同学可以画一画，半节课后回教室，描绘自己观察

到的桂花树。 

学生习作示例：远远地便闻到一阵浓浓的花香，这花香甜而不

腻，浓郁却不失淡雅。走近一瞧，便是那桂花所散发出的。深褐色的

树枝交叉错落，缠缠绵绵。那树枝坚硬但不失柔韧，支撑着这一棵桂

树。墨绿色的树叶使这棵桂树显得生机勃勃。叶子的背面是淡绿色，

叶脉显得很突出，显出这棵桂树长的茁壮。每一片树叶都使这棵树显

得与众不同，使这棵树显得富有生机。交错的树杈与绿色墨水般的树

叶中，缀着鹅黄色的桂花。桂花是那样的小，花瓣在阳光的映照下几

乎显得半透明。米黄色的花蕊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发着颤，多令人怜

爱的小精灵啊！嫩绿色的花茎支撑着整朵花，水灵灵的花茎仿佛一碰

就会断掉。这桂花是那样的娇嫩，像刚出生的婴儿，让人忍不住呵护

它。有的桂花还未完全开放，半遮半掩；有的桂花还是小花苞，花蕊

害羞地躲在花瓣的包裹下。那花密密匝匝，一簇挨着一簇，星星点

点，沐浴着柔和的阳光，远远望去，似给碧树涂上了点点金光，直教

人舍不得移开眼。 

学生习作示例：秋高气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循着花

香，来到了花香的源头——原来是桂花啊！清风吹过，淡淡的花香沁

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凑上前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簇簇桂花，小小

的个头里蕴含着浓浓的香味，令人喜爱不已；桂花的花瓣有四小片，

圆圆的，中间的花蕊也是黄色的，可爱极了；有的桂花半露在外面，

像孩子好奇地伸出脑袋观察世界；有的娇娇柔柔，还未展露真容；有

的，热烈奔放，一展芳姿。一阵微风吹过，桂花树的片片树叶与朵朵

桂花缓缓飘下，眼前好像浮现出我站在树下，桂花落在我的肩头，一

副安静祥和的景象。闻着淡淡的花香，不禁想到：世间更多的人喜爱

洁白无瑕的梨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临寒怒放的梅花，又有多少

人喜爱着默默无闻的桂花呢？我陷入了沉思。 

在要求学生观察之前，我并未面面俱到地多作要求，但学生在观

察时，无师自通。有的学生全方位观察了桂花树的树枝、叶子、桂

花，有的学生重点观察了桂花的形态、颜色、香味，在描写时都调动

了多种感官，适当运用了想象和联想，远近顺序的合理安排，语言真

实而又富有诗意。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学生不知不觉就被眼前的景吸

引，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仔细观察，不断发现身边以往被忽略的美

好。尽管时间不长，但对学生来说，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打开

了一扇新世界的窗口，发现了生活中的美好。写作教学关注学生当下

的生活，引领学生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触及生命深处的密码，不仅丰

富了写作素材，也能锤炼学生的思想，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让他们

洞开慧眼，挺直脊梁，在写作的同时达到立人的目的。[2] 

二、以乐为媒 

歌曲是大众文化之一，它是由歌词和乐曲组成的，具有较强的文

学性、音乐性和易传播性等特点。从人文因素的角度看，流行歌曲既

是审美教育的亲近性教材，又是启智开慧的文化读本，还是陶冶情感

的“心灵鸡汤”。[3]在作文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歌曲这一媒介，激发学

生创作的热情。 

（一）音乐旋律的魔力 

歌曲本身带有不同的旋律，有的缠绵悱恻，有的轻松活泼，有的

宛转轻灵，有的厚重深沉，有的温婉细腻，有的雄浑豪迈……不同的

曲风带给学生的感受自然也不同。教师可充分利用音乐的旋律，为学

生搭建一个想象的空间，结合自身的生活实际、知识积累、兴趣爱好

等因素，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驰骋。 

我选取了朴树的《New Boy》伴奏音乐，这首歌写于 1999 年，年

代有些久远，然而在现在看来，仍不失时尚感，表达了年轻人丢开过

去、拥抱新时代、奔向未来的愿望。这首歌一反朴树忧伤消沉的风

格，呈现出积极乐观的新面貌。要求学生在聆听音乐后，描述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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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浮现的画面。酷炫的电音，富有节奏的旋律，富有磁性的副歌，

全然陌生的乐曲，宽松的氛围，把学生带入自己编织的“造梦空间”。

在这种情境的推动下，真正触及学生内心，用“我手”写“我心”，这

样的创作即使是天马行空，也是学生最真实的历练，也具有实效。 

学生练笔示例：当旋律在脑海中回荡时，不由闪现出一幅明快的

画面:空气中弥漫着青春的味道，太阳缓缓而升，染红了天边的云霞，

芳草在露珠的点缀下朝气蓬勃，露珠在阳光的普照下，明艳动人。泥

土，芳草，青春，汗水汇聚成了一首荡气回肠的青春乐曲。瞧，晨光

下是一群少年，朝气蓬勃。多好的花样年华、金色时光，久经风雨的

洗礼，在一次次跌倒中艰难站立，在一次次失望中打起精神。他们同

这朝阳一起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眼里闪烁的是兴奋的热泪，饱含的

是热忱的希望。欢快、奔放、自由、汗水！青春，在这一刻打下深深

的烙印！ 

音乐是一种可以直击灵魂的艺术，它不仅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

而且可以影响人的情绪变化。通过音乐的旋律，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激起学生的表达热情，用自

己独特的方式呈现。 

（二）歌词的妙用 

歌词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语文知识，可以借此进行语言特色教

学、修辞教学，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示例：《荷塘月色》歌词：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月色中微

微荡漾，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

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地望，谁采

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

月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优雅、舒缓的笛声，潺潺的流水，夏虫的轻鸣，略带中性的嗓

音，如泣如诉，一个痴情女子的形象浮现在面前。通篇歌词采用了通

感、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如行云流水，自然贴切。这首歌曲创造

了一个美妙的境界，使学生的内心也渐渐柔软起来，引人遐思。 

示例：《大笑江湖》歌词：我手拿流星弯月刀，喊着响亮的口号，

前方何人报上名，有能耐你别跑。我一生戎马刀上飘，见过英雄弯下

小蛮腰，飞檐走壁能飞多高，我坐船练习水上漂。啊……林子大有好

多的鸟！啊……做好事不让人知道。啊……是是非非惹人恼。江和湖

波浪滔滔，看我浪迹多逍遥。谁最难受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风

和雨来的刚好，谁比我的武功高。大笑一声地动山摇，江湖危险快点

跑。 

带点戏曲特色的伴奏，插科打诨式的调侃，搞怪的歌词，小沈阳

的倾情演唱，一个令人忍俊不禁、闯荡江湖的小人物就这样走到学生

面前。 

示例：《星月神话》歌词：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

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陌生又熟悉。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

息，却无法拥抱到你。 

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但愿认得你眼睛。千年之后的你会

在哪里，身边有怎样风景。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

记。如果当初勇敢的在一起会不会不同结局，你会不会也有千言万

语，埋在沉默的梦里。 

古典音乐为底色，柔柔的嗓音，纯净的音色，甜蜜往事的回望，

穿越千年的奇幻，满腔柔情。满天星光下，一个少女低头祈愿。璀璨

星空，思绪纷飞…… 

这三段歌词，特色鲜明，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了优美生动、幽默诙

谐、情感丰富这三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特色。作文要打动读者，首先应

该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学生心中首先要有深刻的体验，然后再结合自

己的生活实际去模仿，去实践，直至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另外，歌词中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是一个不错的作文教学资

源。修辞的运用、赏析是现代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传统的修辞教学过分强调修辞格的基础知识，过于讲究理性的教学程

序，生搬硬套，打击了学生学习修辞、运用修辞的积极性。歌词中大

量优秀的修辞资源，有的形象，有的新奇，有的诗意……打开这扇大

门，许多取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鲜活的例子，生动活泼地呈现在学

生面前。学生从中受到情感熏陶，提高感悟美、鉴赏美的能力。同

时，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培养学生敏锐的感知力、独特的想象

力、深刻的理解力。 

多样的课程资源，需要教师用慧心、爱心、耐心去发现，去探

寻，引领学生徜徉在生活的海洋中，仔细观察，静心感受，以“我

手”写“我心”，用灵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真挚的情感，提高语文核心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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