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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作文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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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积极作用。教师要引导学

生学会积累素材、打破思维定势，本文从以上两大方面来阐述在作文教学中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最终通过文章

的概述使学生作文的创新能力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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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在新课改的推动下,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成了教师

们的共识。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也是整个语文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更直接、更有

效的积极作用。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语文教学的题中之义。那么语文教师该如何培养学生作文的创新能

力呢？  

一、指导学生积累，在积累素材中创新  

著名散文作家秦牧说：“一个作家应该有三个仓库：一个装生活中得来的材料；一个装间接材料的仓库，即装书籍和资料

得来的材料；另一个就是日常收集的人民语言的仓库。有了这三种，写作起来就比较容易。”【1】这说明了只有勤于积

累才能有材料，才有内容去创新。一般来说，学生写作素材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生活素材，这是直接来源；一是阅读素

材，这是间接来源。在作文教学中，教师应该首先要引导学生勤于积累，善于观察，学会感悟，最终得以创新。  

1、要学会生活积累  

叶圣陶先生曾说：“生活就如泉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富而不枯竭,溪水自然活泼地流个不竭”【1】这就表达出了作文

与生活的本质关系,在生活中积累素材,是写作的先决条件。“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指导学生积累生活中

的点滴感受，是为作文提供内容的活水源泉。有了这股活水，就不愁没有好素材。  

1.注意观察，自由积累。学生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独立个体，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是积累素材的重要途径。因此

鼓励他们以日记、周记等形式记录这些丰富的生活是积累写作素材的有效方法。叶圣陶先生说:“日记的材料是个人每天

的见闻、行为以及感想，总括起来说，就是整个生活。我们写日记，写作这件事就跟生活发生了最密切的联系。”

【2】。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既积累了素材，也培养了学生持之以恒的毅力，良好的生活习惯。  

2.深入思考，感悟生活。思考就是感悟，感悟包含了体验、咀嚼、顿悟。深入思考，才能不断问为什么，从而让小事情表

现大主题，小人物表现得丰满，小角度可以展现全局，小细节可以尽显本质，也就是说洞察生活中潜在或显现的思想意

义，从平凡的生活中看出不平凡的意义，悟出事物的内在价值，让作文升格。【3】当同学们用感受的钻机、思考的钻头,

对生活用心开掘,反复钻探,就一定会具备“沙里淘金,石中采玉”的能力,这样，作文也就“有事可写,有话可说”了。  

（二）要学会阅读积累  

中学生的知识多半是间接得来的。广播电视上的节目，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古今中外名著，是中学生摄取的主要营养，为

中学生把握时代脉搏，搜集积累材料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还能扩大搜集积累材料的空间，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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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自己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观察生活，对生活作出客观评价，使材料更广泛、更充实、更具有说服力。【4】通

过阅读，学生视野开阔了，知识丰富了，思维活跃了，创新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二、打破思维定势，把握创新方法  

[1] [2] [3] 

相关文章 

暂时没有相关的文章!  

在线交流 |  更多评论信息 >>  

会员帐号：    帐号密码：   匿名发表  gfedc

 

验证码： 

提交评论

西部开发网精品栏目: 西部招商引资 西部旅游 西部人物 西部文化 西部概况 西部房产 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 西部美食 

违法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不良信息举报信箱 客服电话：029-82301998 举报电话：029-82302829 主编信箱：zhubian@cnwest.cc 

About CnWest - 西开简介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客户服务 - 广告服务 - 网络营销 - 帮助中心 

中国西部开发网版权所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陕B2-20050078  陕ICP备06005707号 服务电话：029-82301997 

本站所有文章、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务请仔细阅读免责声明,风险自负。 

      

© 2005-2007 

新西部杂志社简介 | 招聘信息 |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