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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例学习”应用于习作教学现状分析
1.指导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 教师贪多求全的心理往往

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基本不考虑年段特点，也不能较好地结
合单元习作教学的重难点而设计练笔， 使得学生的作文产生
机械模仿或套作现象。

2.指导形式单一，缺乏体验性。 习作指导原本应该是让学
生体验的过程，但教师却以习作知识和方法的罗列替代。 课堂
形式单一， 缺乏体验也是造成指导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
一。

3.评改流于形式，缺乏有效性。纵观初中常态习作评改课，
并没 有 依照 学 生 阶段 训 练 的一 个 着 力点 去 引 领提 升 表 达，与
随堂练笔或单元训练的重难点初衷不符， 缺乏习作训练的一
贯性。 再或者就是只评不改，作文的评改课成了“纸上谈兵”，
空洞说教起不到多大效果。

二、七年级上下册叙事类习作中“样例”的开发
1.“样例”的开发基于教材的训练体系
教师有效地“教”必须建立在对各个阶段习作教学目标的

定位上，只有做到了习作训练目标心中有“谱”，学生的“学”才
能卓有成效。 因此，“样例”的开发首先需厘清初中语文教材叙
事类习作的教学目标，只有将螺旋上升的目标细化到各册、各
个单元，“样例”的开发才更具有针对性。 初中阶段起学生的思
维发展进入理性认识阶段， 应着重培养他们发现事物本质和
特点的能力，语言训练则以篇章结构为重点，发展思维和语言
相结合，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教师在开发“样例”的时候，
应根据习作训练的序列，充分考虑课文“范例”特点，确立独特
的“样例点”，以发挥“样例”最大的价值。

2.“样例”的开发基于丰富多元的途径
基于课文内容的“样例”开发。 每组课文与单元习作联系

紧密，一脉相承，课文就是习作的范例。 教师应精心解读课文，
选定单篇课文读与写的结合点。 “样例”的开发始终为习作目
标的 达 成服 务，恰 当地 取 舍，找准 了 点，才能 在 读 与写 之 间 搭
桥铺路。

基于课外资源的“样例”开发。 “样例”的开发还可以涉及
与单元内容相同主题的文本阅读材料， 甚至扩展到整本书阅
读和相应的影视资源。 同时结合习作训练的点， 引入习作内
容、表达 方 式 等契 合 的 片段，拓 展 写作 的 思 路，丰 富 写 作手 法
和习作语言，对单元习作教学产生积极而有效的辅助作用。

基于学生习作的“样例”开发。 学生习作中的优秀片段、普
遍存在的问题是最鲜活的“样例”。 结合单元习作训练目标，善
于发现学生作文表达上的精彩点，由此引出训练点，同时也需

适时发现学生表达上普遍存在的缺陷，由此引出训练点。 学生
自创的“样例”，切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域，定会有较大的认同
感。

三、初中叙事类习作中“样例”的应用
1.“样例”的应用要把握呈现的时机
“样例”经 过筛 选 之 后，在 教 学 中还 需 寻 找最 契 合 的 点 来

呈 现“样 例”，创 设的 情 境 切合，话 题 明确 集 中，学生 就 有 话 想
写，有 话可 写；有 时在 写 后 呈现，通 过 比照、修 改 后获 得 提 升；
也有的时候是在写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教师适时呈现“样例”，
让“样 例”中的 情 境 和学 生 生 活实 际 有 所碰 撞 和 交融，力 求 发
挥最大的功效。

例如，在学习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课文以后，学
生 了解 到 鲁 迅先 生 描 述自 然 景 物的 手 法，包括 从 外 形、颜 色、
声音、动作等多个不同的层面来展开描述。 教师可以引导和鼓
励学生学习鲁迅先生描写自然景物的手法， 学生仔细观察周
围的事物，仿写一篇和校园或者家乡有关的文章，这样的样例
开发能够达到很好的写作效果。

2.“样例”的应用要植根于体验、感悟
习作指导中，过程体验能较好地悟出习作的方法，提高习

作的能力。 只有良好的体验和感悟，学生才能真正地掌握各种
写作技巧，不断地完善习作能力。

例如，《皇帝的新装》一文的学习引入了电影欣赏，课堂中，
以“游行大典”为例进行文影对比。 学生发现，电影中的细节刻
画更为细致。 比如皇帝穿上新装在游行的时候的小细节，以及
周围围观群众的表情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而课文中只用几句
话带过。 于是，再次播放电影，引导仔细观察当时的场面动作、
神情，尝试把影片中的细节刻画一一转化为文字。 这一过程充
分展现了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 教学就呈现了动态生成的态
势，同时更能诱发学生的兴趣，成功实现吸纳倾吐到迁移的过
程。

总之，“评 中得 法”，不 是让 学 生“依葫 芦 画 瓢”去 模 仿，而
是 让 学 生“八 仙 过 海、各 显 神 通”去 创 造 ；不 是 中 规 中 矩 地 去
仿，而 是 想 方设 法 去 发挥 创 造 力；不 是 百 川归 一，而 是百 舸 争
流。 从仿到创，这是“样例学习”的重要特点，也是“样例学习”
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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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以初中语文教材叙事类习作为例，对“样例学习”在习作课堂的应用与创新作了研究,通过“样例的开发”、“样例
的应用”等策略的构建实施，充分发挥“样例”的价值，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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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供给农村小学生一个良好的课外阅读条件，加强学生
课外阅读的方法指导，激发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不断强化小
学生阅读方面的帮助以及指导， 就会更加顺利地解决农村语
文课外阅读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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