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突破自我 突破僵化的思维模
式的语文论文(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语文突破自我篇一

作文教学可以说是整个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作文教学中的
问题也是社会和家长反响比较强烈的。谈到当前作文教学存
在的问题，上海市市东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杨俊岩指出：“一
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
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
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启迪；四是课文与作
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文的材料。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对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师感慨
颇多，他们认为，在“应试教育”影响下，作文教学走入了
一种僵化的训练模式。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教学忽略平时的
观察、积累、思考，不是鼓励学生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
己的思想，而是让学生生硬地背范文，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套
改作文。

上海市吴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王根宝认为：“作文的关键是
看有没有话要说，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或褒或贬，或扬或
抑。但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教师只要求学生的文章观点
明确、论据充分、自圆其说，分数好一点，冲上二类卷就可
以了，至于是真话假话、真情假情，就都不太关心了。”

写作本是来自生活的需要，是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事要
叙。而学生为了取得好分数，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谈、真
情实感少成了写作的通病。



一位中学生坦言：“我们写作文不能写心里话。老师教导我
们，你们的作文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阅卷老师看的，
只要写得有技巧，只要让阅卷老师觉得满意就行了。”

记者在某中学采访时，学生介绍了他们作文训练的情况：一
周写一篇作文，议论文就是例证、引证、对比论证、归纳等
套路，训练到后来，不管拿到什么题，都可以照着套路埋头
去做。

这样的训练方法，使学生失去了写作的兴趣。一位中学语文
教师说：“去问问中学生喜欢不喜欢写作文，大概有90％的
人会说不喜欢。如果我们的学生接受了十年的语文教育，最
后的结果是讨厌作文，教师埋怨学生写不出好文章，只能说
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

前不久，一位家长在《北京文学》撰文批评当今语文教育时
指出：“语文教学过分追求标准答案，禁锢了孩子丰富的想
象力，限制了孩子的思维，使学生把原来活跃的心收起来了，
把许许多多丰富的词汇从心里赶出去，完全接受大人给他的
标准答案，按大人的意思谨慎地使用词汇，久而久之，所有
的孩子都像收音机一样的说话。更令人不解的是，语文学到
这程度，学生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学生的作文几乎是假话、
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写过扶残疾人过街、
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一类的故事，他们快乐地共同编着
同一个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到老师那领一个
好分。”

在一次北京市小学生作文比赛中，评委们翻阅了一篇篇参赛
作文，纷纷摇头长叹：“故事一样，写法也一样。”一位参
加过高考阅卷的教师说：“学生的作文千人一面，阅卷真是
味同嚼蜡。”雷同本是写作的大忌，却成了学生作文的通病。

主观意识的培养乃是作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学生作文是观察、
思维、表达的有机结合，作文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写作技巧，



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做人。作文的取材、选材、谋篇、布局
无不是学生主观意识的表现，在作文教学中，应当特别重视
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品质和个性品质。

高考，上海卷的作文《初夏的时令特征》难住了许多考生。
有人认为此题出得太难，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一个18岁
的中学生，如果不具备观察生活的能力，写不出初夏的时令
特征，写不出初夏特有的生活风貌，那他的生活中无疑有很
大的空白。出这道题的目的正是要考一考学生的观察能力。
这不能不令我们深刻反思，现在的语文教育已经使学生从书
本到书本，从考卷到考卷，使学生无暇顾及身边发生的事情
及生活中的一些变化。

如何认识当前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怎样遵循青少年的认
识规律，改进作文教学？北京市教科院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
孙荻芬认为，写作训练，从宏观上说，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自觉地观察、积累和思考，获得丰富的认识和经验，然后
用文字将这些认识和经验写出来。这样训练才符合文章产生
的自然程序，才能实现对写作能力的全面培养。从微观上说，
学生完成一篇文章要经历构思、谋篇、布局、起草、修改等
一系列过程，这样训练才能产生一篇文章，才能养成良好的
写作习惯，才能练好写作的各种基本功。无论是宏观的要求，
还是微观的要求，这种能力养成过程的训练，都是使学生在
一个完整的语言操作过程中将所学知识、技能进行加工并有
机地组织起来，完成一系列的智力活动，进而形成能力。同
时，这种能力养成过程的训练，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上进行分
析、比较、综合、概括、删繁就简、逐步体会，摸索语言运
用的一些特殊规律及与之相应的既严密又便捷的语言活动形
式，表现出准确敏捷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而目前这种教学方
法恰恰违背了作文教学的规律，违背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
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必将导致学生作文水平的低下。

还应当看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应用文的要求更高、更严，
文章除了要有文采外，还要准确，强调实践性、科学性。因



此，一些教师建议，作文教学应当更注重实用，多教会学生
一些应用的东西。语文教材中应多增加一些应用文训练的篇
幅和内容。

语文突破自我篇二

要想学好言语文，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就要有扎实的文字
基础，基础知识的学习最注重平时的积累和记忆，如果我们
能够在日常的学习中注意积累基础知识，并善于记忆它们，
那么在语文考试中，就会感到得心应手，成绩自然也会提高。

(一)、平常的学习中，注重积累知识

在日常的学习中，除了课堂笔记本之外，最好在准备一个随
身记录的笔记本，它能在积累基础知识方面发发挥重要的作
用。一般来说，在预习、复习或是考前的总结中，你可以把
这些归纳好的知识记录在随身笔记本上，这样即便于总结，
又能方便你平时的复习。

另外，除了要在预习、复习和考前作总结，在考试之后，也
有必要对试卷进行仔细的归纳，把其中你认为有用的知识或
是自己出错的地方记下来。对试卷进行归纳和细致的分析，
实际上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提高的机会。因为考试本身就是对
你的检查和总结，它可以告诉你平时学习中的漏洞，让你正
确认识自已。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整理和总结，
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并根据语文课本上的思路对其
进行梳理，这样做有助于对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
使它们真正成为你自己的知识。另处，笔记做得工整、有条
理，自己才喜欢看、才赏心悦目，这也能有效地提高学习效
率。

(二)、注重基础知识的记忆



仅仅把基础知识做了归纳和总结，它们还不能在你的语文学
习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你必须将它们完整的背诵下来、永
久地记住，这些知识才会变成你自己知识、能力和修养，才
是学习基础知识的最终目的。

第一、线索法。如果是一篇叙文，我们可以利用文章的线索
来记忆。在背诵之前，先把这段文章分析一下，理清文章的
结构层次，明确它的内在在逻辑关系，然后把结构层次提取
出来作为记忆线索，形成记忆网络。

第二、串连法。如果文章太长，读一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从头到尾地读和记，我们的大脑不可能一
下子记住那么多内容，最后再把各部分串连起来。如背《春》
这篇课文，可先背熟“春草图”。再背熟“春花图”，然后是
“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最后把这几幅画串
连起来，使背诵一气呵成。

第三、支点法。支点法就是把文章中或段落中的重点词、句
作为记忆支点，记住这些也就记住了文章的筋骨，然后你再
补充其他的内容。

第四、欣赏想象法。有的文章文笔优美，使人常常为之陶醉。
如《爱莲说》、《春》等，从这些优美的描写中，我们可以
体会荷花高贵的气质、春天诱人的'风景。在背诵这些文章时，
不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头脑中勾画一幅荷花图或是春天
的场景，帮助自己体会文章的意境，从而辅助记忆。

阅读是语文学习中的重点，是对基础知识的应用和提高。一
方面，我们要通过阅读更好地了解语言习惯，掌握文章大义;
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可以检验我们基础知识的学习成果，是
查漏补缺、积累知识的过程。语文学习中的阅读包括两大部
分，一是现代文的阅读，它能陶冶我们的情趣、培养我们的
文字能力;二是文言文的阅读，主要是巩固我们的中文基础，
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学习现代文阅读，主要还是通过阅读课文。

第一，做好预习。预习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预习提示，然
后扫除文字障碍，并尽量做到合上书，也能够把这篇文章的
主要意思说出来的程度。最后看课后练习，试着回答这些问
题。

第二，抓住课堂时间。学习的主要形式还是上课听讲，所以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上课的这段时间。这需要做好两件事，一
是记笔记。你并不需要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笔记
一定要合理、科学，要把老师讲的重点、难点记下来，简捷
明白以方便复习。二是要紧跟老师的思路。我们要做一个主
动的学习者，学习老师是如何来分析的，下次碰到这类的文
章你就可以自己分析出来。

第三，课后复习整理。你可以在做作业之前，认真地回顾一
下今天学到的内容、自己的感受以及掌握的程度。然后，根
据自己的情况，整理笔记或是通过笔记进行复习，最后再去
认真地完成作业。

语文突破自我篇三

[作者]李建平

[内容]

――对中小学语文教育（－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现状的
调查与思考（四）

作文教学可以说是整个语文教学的薄弱环节，作文教学中的
问题也是社会和家长反响比较强烈的。谈到当前作文教学存
在的问题，上海市市东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杨俊岩指出：“一
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



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
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上网第一站35d1
教育网）启迪；四是课文与作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
文的材料。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对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语文教师感慨
颇多，他们认为，在“应试教育（－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
网）”影响下，作文教学走入了一种僵化的训练模式。从小
学到中学，作文教学忽略平时的观察、积累、思考，不是鼓
励学生用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让学生生硬
地背范文，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套改作文。

上海市吴淞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王根宝认为：“作文的关键是
看有没有话要说，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或褒或贬，或扬或
抑。但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教师只要求学生的文章观点
明确、论据充分、自圆其说，分数好一点，冲上二类卷就可
以了，至于是真话假话、真情假情，就都不太关心了。”

写作本是来自生活的需要，是有话要说、有情要抒、有事要
叙。而学生为了取得好分数，可以任意拔高，泛泛而谈、真
情实感少成了写作的通病。

[1][2][3][4]

语文突破自我篇四

最近，我参加了关于新课程标准的学习，听取了专家讲解课
程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教师教学行为、学习方式和课堂教学
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学校是县八个课程改革学校之一，
为此我们如何抓住眼前的有利时机，作好思想观念的转变和
知识储备的更新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将自已学习语文新的课
程标准的一些所思所想作一体会。

从总体上看，语文课程标准的改革，在更新语文教学观念、



转变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改变语文教学孤立、封闭、僵化
的局面，加强语言实践，重视语言积累，培养语感等方面，
都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学习。

一、对教学目标来说，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不讲素质讲素养是因为素质是先天的，而素养是后天的培养，
对我们教师来说，因着重于素养而非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是贯穿修订版“大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
文课程标准》的一个基本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就是要既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又注重培养和提
高包括品德修养、审美情趣、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等在
内的人文素养。

在课堂教学中，要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组织、
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实践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熏
陶感染。要使学生受到课文的感染、熏陶，首先要教师全身
心地投入。进而感染学生，使学生进入课文所描述的情境之
中，使学生从形象具体的材料中感受、体验，从而同课文的
作者产生共鸣。当然潜移默化、熏陶感染，最常用的方法是
诵读。只有反复诵读，才能达到入情入境的目的。

二、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语言实践活动

强化语言实践，是修订版“大纲”和《语文课程标准》突出
强调的一个观点。《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
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
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

语言实践在阅读教学中，主要是读的实践。要把读贯穿于课
堂的教学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注意让学生充分读，而
且注意发挥教师引导、指导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引
导学生体会课文的思想感情，感受课文描述的情景上。那种
形式上的指导，如用什么语调，哪个字读得重一点、轻一点



等，要大大减少。以课文《小珊迪》为例，由这几个问题将
学生的朗读组织在一起。1、仔细体会课文中哪能些地方深深
地打动了你，甚至使你有一种想哭的感觉？2、用自己体会到
的感觉来读一读课文。3、读到最后，让你为之深深感动的`
是什么？4、小珊迪需不需要用钱？小珊迪的话又有什么特点？
5、假设你是作者，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请你将它写下来。
只要教师正确地进行指导、引导，同时注重引导学生体验、
感受，而内容不同，引导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那么，学生
就能读得声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三、对学习方式来说，进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1][2][3]

语文突破自我篇五

王爱胜郭中海

“图形、图像信息的组织、加工与表达”是信息技术课的一
个教学内容，它可以利用wpsoffice达到教学目的。我们提供
一个《家庭装修平面图纸设计》教学实例，供大家参考。

1.工作需求：家是温暖的港湾，科学、舒适的家庭环境让生
活、学习变得更高效。装修前先要设计图纸以减少装修的盲
目性，采用电脑设计图纸能提高工作效率。设计平面图纸
属“图形、图像加工与表达”方面的内容，其流程为选择软
件、作品规划、元素设计、作品展示、作品修订。

技术分析：图形、图像制作(插入、绘制等)、图形图像编辑。

2.分组工作：新课标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分组活动、协作学



习，强调教师引导与组织，淡化学习步调的一致性。教学评
价重视过程评价，对终结性评价(作品评价)倡导个性化、创
新性。

(1)选择软件：wpsoffice2003软件组合具有丰富的图形符号库，
有专门的“房屋平面”符号库，建议将其作为主要平台。图
纸编辑可选“金山演示”或选“金山文字”，图纸数据计算
使用“金山表格”，作品提交可使用“金山邮件”。

(2)作品框架的规划：规划之初，可根据人群的年龄、文化、
爱好及周边环境需求进行分析，考虑色调搭配、人文特色等
方面因素，再利用“房屋平面”符号，对客厅、卧室、餐厅、
厨房等房间进行平面规划，完成室内的总体布局设计。

技术支持：从“视图/工具栏/图文符号库”菜单中打开“房
屋平面”符号，用“房屋平面”符号库的“墙”图形，做整
体框架。注意使用其中“尺寸标注”符号随时对墙尺寸进行
说明。

(3)作品元素的编辑：灵活、巧妙地运用符号库中
的“床”、“电视”等图形，在室内框架中添加家具、电器、
装饰物、地板等。

技术支持：用“叠放层次”功能实现家具遮挡；用图形调整
柄调整大小、旋转方向；用“对象属性”的“填充阴影”设
置色彩、底纹、材质(图片填充)、阴影等；用组合、分解功
能对预定的符号进行个性化编辑；用复制、粘贴功能把小组
内按房分工的设计合成等。其他技术参看wpsoffice2003帮助。

(4)作品的说明：可用两种方式说明图纸。图注式，利用文本
框、箭头、横线等对重要的房间、家具进行名称注解。说明
式，用文字对图纸进行描述，包括方案、特色、制作心得等。
装修方案要考虑到人文因素、环境保护以及搭配和谐等方面。



技术支持：文本框、画线、文字编辑。

3.小组内过程评价：互评工作态度、效果、意识，完成互评
表。

4.集中作品评价：以欣赏为主，突出个性化，鼓励创新。分
自我评价、同学评价、教师评价三阶段。

5.教学总结：利用新课标的“工作需求”模式进行教学，容
易达到文化、技术、技能三位一体的教育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