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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二要正式进行议论文的写作训练了，我在准备议论文写作教学第一课时有些焦虑：这一课究竟怎么上？有意寻找同仁们的备课痕
迹，却发现并不适应我当前所面临的学情。亲自实践后，我希望通过此文与同行交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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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设计的背景 
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议论文写作教学第一课”并不是指第一

次接触议论文写作，而是指在搞好必要的前期准备之后、在高二集中进

行议论文教学时的第一课。 

我校在高一记叙文写作教学的同时，已经对议论文的有关基础知识

进行了初步了解和训练：不仅认真对待课本中每一篇议论文的讲授以借

机灌输一些如论证方法等基础理论，且着重对记叙文中包括的议论因素

进行了重视和挖掘，搞好从记叙到议论、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

如抓住记叙文中画龙点睛的议论培养抽象思维，抓住记叙文中的逻辑问

题帮助训练逻辑思维等。 

2 教学设计的过程 
2.1 教学目标的确立 

首先必须明确：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组里的统一安排是复习

议论文相关理论：1.给学生准备了议论文相关常识的讲义——议论文三

大要素的基本要求、常用的论证方法及实例展示、议论文的结构范例。

2.为老师提供了相应的 PPT——以《六国论》为例重申议论文包括语言

在内的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我班级内，这些基本理论在高一时已被见

缝插针地强调多次，再加上讲义误作阅读课材料已提前下发了，所以再

重复理论无多大意义。讲授新的、更细化、更实用的方法论？显然还不

合时宜。这个时候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根据掌握的

方法先写出一篇文体明确的议论文，才能发现问题，进而不断学习新的

方法论去修正、改进。所以，这第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我更定为：引导学

生思考并实践，确保学生在课后能交出一篇基本合格的简单议论文。 

2.2 主题形式的研究 

教学目标的确立能为教学设计指明努力的方向，同样地，学生们的

思考与实践也需要一个目标靶：这待完成的议论文的主题是什么？我比

较了几种不同的方案：1.给一个明确的观点（如“金钱不是衡量成功唯

一标准”），让学生去论证其正确性——这较限制学生思维，讨论空间小，

后作品很可能千篇一律。2.给一个有辩论价值的题目，让学生自我判

断、论证——这很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讨论中还能进行思想碰撞，

似乎很不错。但在高一学习必修二第一单元“珍爱生命”时，我就曾在

两个班级组织过“生命的强与弱”、“生命与尊严”的主题讨论：其中一

个班级由于提前进行了资料搜集、分组准备，反响不错；相比之下，另

一个现场准备的班级就呈现出表面“热闹”，实则“杂乱无章”、自证不

足的情况。因而这个题目须在学生思辨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获得一定进

步后才能临时组织。3.采用当前 常见的社会热点材料题——较符合目

前作文写作考察形式，且能保证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多角度的观点，只

是这首先要考察审题立意能力。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二学生

都难以摆脱审题偏差的问题，这需一定时间的训练。4.采用半命题形式

——同中有异，辩证思路能互相参照，又能各自发挥。 

2.2 主题内容的确立 

既然确定使用半命题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主题能让孩子们不畏惧、

不排斥，甚至有按捺不住的发言、分享的欲望？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词

“安利”。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有疯狂“安利”别人某演员/产品/美食的

时候，只要触碰到那个点，我们往往滔滔不绝、论据充分势必让对方接

受。高中生正是崇拜偶像的年纪，比如笔袋里的易烊千玺、课桌上的科

比贴纸.……总之，对于“他值得安利”这种题目，大家肯定有话说。于

是，半命题就确定为“他值得_______”。考虑到“他”可是“她/它”，

便将半命题变为“Tā值得_____”。随后，又进一步修改为“__值得_____”。 

2.4 引导思路的构想 

一旦具体落实题目，引导就可逐步展开了。我会先让学生将命题补

充完整，然后通过提问让他们去论证。 

在我的设想中，学生肯定先想到自己关注的偶像或亲朋好友。我会

进而提问：“你说的这个‘他’是谁？”、“你为什么**他/她？”、“能不

能为你所说的理由列举出一些真实的、细节化的例子？”。我相信学生们

为了自己的“偶像”一定会踊跃发言、据理力争，争取更多的认同感的。

而尽管这个“他/她”各不相同，但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用网上流行的一段

话作结：“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终于人品”，

这甚至也可推广到写动植物上。用他们 熟悉的话语点明其中的逻辑，

学生易于消化，进而想挑战更多，学生的思维自然会由原来的“他/她/

动植物”扩展到更广泛的“它”。题目变更高级后，再针对具体对象重新

分析。说出题目的学生都会得到教师适当地引导进而尝试现场构思写作

大纲，其他同学也要帮忙补充。相信在这节课中，每位学生头脑中都会

迅速构思多篇简单议论文，并从这些有一定共性的议论文中抽象出基本

的确定议论文分论点的方法。 

3 教学设计的实践 
进入课堂后，我让两名学生说说总结讲义内容、谈谈对议论文的理

解后便直入主题：“我们这节课就试着自己写一篇议论文。”板书题目：

“___值得_____”，让学生先各自把题目补充完整。 

出乎意料的是，学生们盯着黑板上的半命题居然一时反应不过来。

等待全班沉寂了几分钟后，我让一个素来反应快、发言积极的男生来回

答，他停顿了一会儿，缓慢而肯定地说到：“嗯，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学生们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

非常契合现在的情况，一语双关。回到正题上，这个作为文章题目会非

常吸引人，你想好‘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了吗？”他诚恳地答道：“我

是真的还没想到合适的题目。”我确实没预测到半命题对他们来说已经是

很久之前的记忆了，会反应不过来，于是我直接把题目还原为“Tā值得

_______（Tā=他/她/它=？）”学生们恍然大悟，纷纷举手发言，具体标

题多种多样，如“友谊值得珍惜”、“羽生结弦/苏轼值得喜欢”、“对手值

得珍惜”、“历史值得铭记”、“青春值得回味”、“学习值得坚持”、“你值

得拥有”、“假期值得期待”、“方言值得保护”...... 

4 结语 
真实的课堂定会与备课时出现偏差，如学生并非先局限为“他/她”

再想到“它”，而是先反应不及，打开思路后百花争鸣；教师需临场调整，

如不再逐一提问个人构思而是分组讨论。本来曾担心这节课任务简单，

但直到下课大家还有新的想法要补充，可谓师生共愉。 

课后的后续工作便是逐一批改这次的作文以发现个性问题及共性缺

陷。这既是为了在下次的作文评讲课有的放矢，也影响到后面更细节化

的理论介绍及布置相应的专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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