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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学生在写作上有超出一般的能力，其有一定天赋是不

能否认的，但是缺了恰当的语文教育也是难以出类拔萃的。一

个语文老师自身有较强的语文素养，肯花时间带领学生强化阅

读和写作，在写作上有系统的训练计划，学生的进步是指日可

待的。笔者进行作文教学序列实践有六年时间了，八、九年级

侧重作文大环节指导和微环节解构，大环节如审题立意、构思

列纲、修改润饰，微环节如首尾段设计、过渡段/ 句打造、写

景段/ 句训练、点睛句训练等。在这一届带七年级的教学之旅

中，作文教学这块汲取之前的经验，笔者开始尝试“评价、范

例、荐读”三位一体教学法，教学环节主要分为三大块：课

前准备、课堂呈现、课后升格。

1　扎实到位的课前准备

一堂作文课，教师应有充分的课前准备，对整个班级的习

作做出批改分析达到“心中有数”。笔者一般在周五斟酌选择后定

题布置作文，题目的选择要围绕单元教学任务和作文序列教学计

划，学生周一开始提交，提交后教师开始针对性批改，不做细节

评述，质量过关的三言两语评价，质量不过关的放在指导课之后

面批升格。笔者带A、B两个班，共98人，批改过程中在备课本

上随手记录学生的优差表现，改完后将学生的素材进行分类，出

现的问题分点归纳，最终将情况制作成PPT资料备用。

之后制作课件屏显的整体情况，包括素材分类、技巧运用、优

差得失等，重点评讲优秀作品，刺激创作热情，在表扬、呈现中

树立“标本”，在此环节后再进一步屏显审题立意、解读细节、准

备素材等内容，教师以范例形式解构文章写作思路。范例在PPT上

要简洁有操作性，课堂的最后环节要进行类文推荐，教师也需课

前做好类文的选择、评价、分析，带动第一轮阅读，引入作家作

品，不遗余力倡导整本阅读。

2　层层推进的课堂呈现

2.1评价

作文课笔者一般安排在连堂课，发放批阅好的作文，播放PPT

进行讲解。首先是评价。评价一块分成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

类似表1所示的整体情况分析，目的是评价学生的态度，对失误

进行强调，引起学习兴趣。第二部分是点对点具体分析，屏显审

题立意的注意事项，重点评讲优秀作品，刺激创作热情，在表

扬、呈现中树立“标本”，在此环节后进一步解读素材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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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优稿评价环节，教师不仅要评点好的构思和范读好的句子，

必要时还将好的作文简化成提纲呈现，在课堂大加表扬并带领全

班学习，这个过程在心理学上有个依据，叫“皮革马利翁效应”。

1960年，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著

名的实验，实验结论就是一个人的表现会受到其他人(特别是“权

威人士”)的暗示和影响，当然也会受到自己的暗示和影响，也就

是说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或别人所预期成为的样子。你觉得自己

会失败，你就会失败；你觉得自己会成功，你就会成功，即“自

我预言实现”。对优秀习作的评价学习比整体评价环节效果要好很

多，它能促使优稿作者投入更多的激情创作高分作文，也能使更

多的学生减少对写作的畏惧。

笔者在这块可以现身说法，笔者学生时代的老师记得的不多，

但是几位对笔者有过格外赏识的老师都给笔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一个是初一的语文老师慈老师，她曾在笔者的成绩单上写下这段

文字“本班66人中占第一名”，当时这个成绩单被笔者父亲拿出

来传给亲戚朋友看，小小年纪因为这件事而倍感荣耀。另一位老

师是高三的思政老师，他曾当众表扬笔者130道选择题只错了7

道，全班第一，他自己也不一定做到，听师一席夸，胜于十节课。

教师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夸赞和肯定，尤其是对落后学生的赏识，

起到的作用将是更长远和有意义的。

2.2范例

教师范例是课堂教学的第三环节，教师出示一到两篇自己创

作的提纲，从自己的角度呈现写作思路和素材选择。这个做法从

笔者开始进行作文序列教学探究就已经在做，前期是在网上找到

范文，修改加工成为提纲，或者把较好的构思或者句子做成PPT材

料呈现出来，后期的教学工作中开始结合自己的生活创作范文，

笔者坚持自己创作，每次范写一到两篇，后面再推荐其他例子。

这里说一下引用和化用的内容，笔者在班级做了一个《句

子迷》素材集，要求学生搜集好词好句，在作文时适时“点缀”

在文段中。美句如美人总让人赏心悦目的，汪曾祺先生说：“一

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的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笔者

深以为然。

素材的“变装”是笔者在教师范例环节做的一个拓展，如创

作《凝视 _ _ _ _ 》，笔者范写了一篇《凝视一场春雨》，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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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习作《________ 的那一刻》，又旧瓶装新酒改为《一场春雨

下起来的那一刻》。从教学效果看，教师范例这个教学设计很

有实用性，实现了对语文工具性的追求。实际教学中极大一部

分中下层学生，通过模仿变得有话可说，如笔者带领写作《烟

火里的温暖》，写作对象是奶奶，表现厨房里煎、炸、、蒸、

煮的温馨生活，通过范写素材的学习，学生仿出了自己的奶奶

或其他亲人带给自己的美食之暖，又如《你是我最______ 的

人》，学生仿照思路设计，写自己的班主任，表达了自己的尊

敬，写自己的外公，表达了自己的感激，都是较成功的作品。

这一块前辈大师也有先例可鉴，沈从文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

教授习作课时候，

没有课本，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

二个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他的这种做法

就是教学生先“拆装零件”再进行“组装”，对于学生来说，

通过长期研习“小作品”更能写出耐看的“大长篇”。

教师范例这块出现的不良后果就是个别自认为不会写的学生

直接套文写作，整体变动不大，素材直接搬用，在考场虽然没

有被“识别”，但是后患不小，这块在日后教学中还需有效的

方法遏制改变。

2.3荐读

如果教师不重视阅读积累，课堂教学再扎实，最终也是无

源之水。教师在写作框架设计这块能起到较明显的作用，但是

丰满的血肉，即语文的素养和美感的 实现一块还依赖于学生的

悟性和积累。所谓章法易得，情味难求。

类文荐读环节，笔者的做法没有定式，如果是中考真题或

者校模考题，就推荐考场满分作文，如《____ 的力量》是2017

年牡丹江中考真题，学校在期中考试中用了，笔者在作文评讲

时候直接推荐的就是资料上搜来的中考满分作文，讲解思路和得

分要求，再如区九年级二模考试仿2019 年安徽中考题出了一个

拼接材料以“责任”为话题的作文，笔者带学生创作的时候，

给的范例就是九年级学生的考场高分作文六篇，并就含金量最高

的一篇进行范读分析。

荐读内容需要根据教学内容来设计，有时笔者讲技巧就会推

荐类文欣赏，在解读后借鉴创作。如《凝视一场春雨》，笔

者推荐了汪曾祺先生的《下大雨》，通过这一篇短文讲写景散

文怎么去“落点”，也就是怎么一步步展开写作思路，怎么一

步步铺开景物去写，怎么写出人或者物活动的真实性和趣味性。

这样的文章，短小精悍，解读起来学生易学易记。

类文荐读的意义这里摘录汪曾祺先生《我的创作生涯》中

一段文字佐证：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个独到的办法。看了学生的习

作，找了一些中国和外国作家用类似的方法写成的作品，让学

生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我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 这

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

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是所谓‘散

点透视’吧。沈先生就找了几篇这样写法的作品叫我看，包括

他自己的《腐烂》。这样引导学生看作品，可以对比参照，触

类旁通，是会收到很大效益，很实惠的。”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整本阅读的倡导。新课标对阅读一块的要

求提到“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在教学作文时候，

要提升学生的文字素养读书是必行之路。七年级结束时候暑假作

业笔者推荐了几部作品，《人间草木》和《山河故人》等为

八上教学《昆明的雨》做准备。《昆明的雨》笔者准备拓展

为写作的范文，通过这一篇文章来带领学生认识一种“淡而有

味”的文风，欣赏一种清淡、疏朗、有情有趣的文字，笔者

的教学预设中还准备重写七年级期末测试卷的作文《这样的人最

美》，通过作家作品的前期阅读了解，启发学生寻找新鲜素

材，如写汪曾祺，写他笔下《山河故人》中提到的那些有才

华有情怀的西南联大教授，规避素材的重复和审美的疲劳。汪

曾祺先生曾说：“写一个作品最好全篇想好，至少把每一段想

好，不要写一句想一句。那样文气不容易贯通，不会流畅。”

这也是笔者重视提纲设计的原因。

3　不遗余力的升格指导

课堂教学的结束不代表一篇习作讲解的完成，升格是同样重

要的工作。语言的润饰、素材的升格、结构的变动都是后续需

要一对一点拨的。

笔者在当堂教学后有面批的安排，在课间或者放学，学生

有序报到，拿着作文稿来讨论修改。后来新冠疫情复学后的一

次考试作文《今年春天我很_____》，B 班的语文课代表写了在

书店读书的乞丐，立意可以，但是语言没有力量，结构平庸，

缺乏细节描写，整个文章“骨架”没有立起来，“灵魂”的

光彩自然看不到。在办公室我们讨论细节展开的方式，讨论结

构如何变动，这个有心的孩子在其后把修改的作文重新提交过

来，新的篇章进步很大，开篇语就用了笔者整理在《句子迷》

中的素材“身着白衣，心有锦缎”，收尾用了较有力度的抒情

句点睛，整个文章上了一个梯度，期末考试作文《这样的人最

美》，小作者又依据这个思路，写了自己的远房表哥，嵌入了

笔者在阅读理解题讲解时分析的一篇文章《感谢那个没出息的孩

子》的立意，“那些心中有爱，灵魂有光的人就是大写的人，

这样的人最美”，这篇文章得分是31.5 分，属于较理想的考场

分数。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作文修改升格的价值。

写作究竟可不可教一直是语文老师自己也很困惑的问题，写

作是技能培训，不是简单的知识教学，笔者以为作文教学不能

主要靠老师范读好文，讲一些概念性的空道理，还是需要带领

学生去读，去写，去体会，去修改。作文教学既是技术活，

也是细致活，在实践探索上注定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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