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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趋势引领下，教师与学生需要互换身份，把课堂主导权交给学生，教师仅起到辅助作用。并且教师不再意味照本宣科讲知

识，还需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总结知识，并在实践中检验知识的正确性，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初中语文课堂设为范例，教师不但正确

传授相关语文知识，而且积极引导学生把所学知识活学活用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并且一定要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感受到喜悦学习气氛，

促使其对语文学习产生浓厚兴趣，进一步提升课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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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主要目标就是阅读与写作，其中阅读与写作是相辅相成的，

优良的写作根本是基于高效阅读大量书籍，高水平写作能力可以直接影

响学生阅读技能和水准。教师要积极开设阅读写作课程，让学生发挥主

观能动性的爱上阅读，拓展语文知识层次，为今后提升写作水平夯实基

础。另外，教师为了让学生提升阅读效率需要教授高效的阅读方法和写

作技巧，指导学生写作时从自己身边的事物着手，有感而发，最终实现

提升写作水平和语文教学学习质量。 

1 激励学生亲近日常生活  

假设教师在语文教学进程中只传授单纯文字意思，自然学生根本提

不起来学习兴趣，更难以有效开展相关教学行动。如果教师尝试变化教

学方法，积极迎合学生喜爱的课堂气氛，自然会提升教学成效。基于此，

教师应该在语文教学的进程中激励学生亲近日常生活，留意生活当中自

己身边发生趣闻乐事，结果不但能使学生产生对事物独到想法，也能激

发学生创新能力；同时能够提升语文学习的喜悦感，进一步对语文阅读

写作产生兴致。另外，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结合有关课程内容播放

图片和短视频，给学生视觉和听觉的刺激体验，如果课堂有多余时间教

师可以让学生亲近大自然，亲自体会感受课本文字中所阐述情境真切的

感受，最终可以把自己突发奇想和亲眼所见事物大胆的讲出来，以便高

效促进学习语文进程，提升整体教学品质和成效。 

2 启发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生活紧密联系 

在语文课堂之前的教学进程中，教师往往都是生搬硬套的传授课本

知识，根本不会主动与学生交流，学生只是机械做记录，课余时间努力

复习规整知识点来应对相关考试，学生在传统教学方式下只是被牵着鼻

子走，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课堂教学往往达不到预期成效，课堂氛

围死气沉沉，学生无法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观点，不利于提高语文课堂学

习效率。因而，为了积极激励学生的兴致，让学生主动投入课堂相互交

流当中，教师可以尝试启发学生把课本理论知识与实践生活紧密联系在

一起，可以让呆板的课本知识更加动态化和形象化。比如：在传授课本

知识时，直接从课本内容中挖掘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景，让学生置

身于所设场景中，主动讲述自己所看所感的小故事，增进课堂相互交流，

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个性以便激励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致。此外，也可以

让学生依据相关生活场景写出自己体会感受，不但领会了课本内容的含

义同时也训练了自己写作能力。 

3 将生活中的所闻所见融入写作 

通过教师们实践总结的经验教训，大多数学生在写作时不知如何筛

选作文素材，不知如何描述人和事物，结果会出现多数学生只为完成学

习任务而写作，毫无感情可讲。导致目前状况的出现关键点在学生没有

认真分析素材。然而，素材的聚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迅速完成的，需要

学生自己脚踏实地逐渐的去储备素材。教师可以实施一些方法助力学生

把实际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融入写作素材，比如：发给学生大量课外读

本可供学生摘录其中精彩片段当做素材；鼓舞学生参与作文比赛积累素

材；让学生无时无刻的体会生活中场景写成随笔记录下来等，通过以上

有效方法大量积累素材，为今后写作夯实根基。此外，教师在日常授课

时依据课本内容多提问与实际生活有关的话题，激励学生发表自身真实

想法，经常的发言来练习学生的表达能力，宣泄自己情感，方便在今后

的写作进程中融入真实感情，创作出来的作品更加引人思考，并提升作

品的创作水平。 

4 由阅读向写作方向过渡  
当学生进行阅读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优美词句进行积累，

要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写作手法，并且需要在平时的写作中进行练习。为

了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在平时的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强化学生对知识的

积累，并在写作中进行运用。在由阅读向写作过渡的过程中，可以选择

分阶段进行过渡，避免快速过渡让学生感觉到吃力。另外，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留意和日常生活有关的重点词汇，让学生在细察生活事物当中实

行写作。比如：教师讲授济南的冬天内容时，其中以冬天词汇为话题指

引学生实行写作，学生可以发挥想象力，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

写作。比如，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下，人们埋着头向家的方向前行。通过

这样的方式，能够使写作更加贴近生活。 

总之，初中阶段的生活化阅读和写作课程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的

指导，如果想要完美的达成既定成果，教师务必对教学方式实行创新，

把重点放在如何让学生更好的把课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让学生

冲破传统写作思维束缚，鼓舞学生积极联系日常生活，在写作进程中多

多渗入自己内心真实情感和对生活话题想法等，积极调动学生自主创作

能力，把实际日常生活和阅读写作紧密联合进程中，提升学生的观察技

能和领悟技能，最终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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