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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描写微写作指导课教学设计

梁莎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写作教学中一直存在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无法紧密结合的问题，初中生不擅长细节描绘，便展示不出文章的灵魂，

而本课的微写作教学，本着一课一得的追求，瞄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教师创设情境，以任务驱动教学，将教学目标

具化、简化，明确化为细节描写中的动作描写，为学生提供合理的学习支架，引导学生深入、系统地进行写作理论的吸收，

并通过师生、生生互评互改的方式进行写作实践，将理论内化为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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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1. 课标依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要求第四学

段（7-9 年级的学生）

学生在写记叙性文章时要突出细节，抓住事物特征，

表达真情实感，使文章内容充实。

2. 微写作课程原理依据

本教学设计是依据微写作原理及微写作教学的基础上

设计的。

首先，形成系统的教学目标。教学要聚焦学生写作中

的真实需求，解决学生习作中的困难，教师要对写作学情有

充分的准备。课程目标具体、简明，形成一套：一节课、一

阶段、一学期的完整写作技法体系，并让学生在习作中对加

深对成体系的习作技法的理解和运用。

其次，提供有梯度的教学支架。教学支架是学生学习

和内化能力的重要桥梁。“微写作”的教学要遵循一下过程：

搭建支架，确定目标；任务驱动，抓住关键教学点；集体协作、

进行多种评改活动；

本教学设计就是在此基础上，设计任务驱动导入课堂，

明确学习的目标，给学生提供学习支架，通过多种课堂互评

活动内化写作理论，提高写作实践能力，调动学生积极性，

提升思维。

【教学目标】

1. 懂得细节描写的重要价值；

2. 通过对比分析，提炼动作描写的方法；

3. 根据所学动作描写的技巧理论，表现人物性格形象

和情感。

【教学重点】

1. 通过对比分析文段，掌握动词使用方法；

2. 运用掌握的方法进行写作实践。

【教学难点】

学生领悟细节写作方法，并运用于写作实践。

【教学分析】

本课是统编版教材七下第三单元写作专题《抓住细节》，

专题的讲解比较繁杂抽象，实际操作较难有显著成效，教师

在一堂课中照顾周全，因此特设计学习动作描写这一个知识

点详细讲解。

【学情分析】

初一学生刚升入初中，知识、阅历都比较浅显，写作

中经常出现空洞、描写干巴等显著问题，对写作的理论知识

理解不够，因此本课将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相结合，通过名

篇和普通学生的习作进行案例对比分析，让学生在领会动作

描写的方法技巧，加深理解，内化成写作能力。

【教学流程】

活动一：分析问题，确定方向

（一）讨论导入

在我们平时的写作中，我们总说某篇作文写得好或写得

不好，那这个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比较比较、分析屏幕上

两文段的优劣，并说出理由。小组讨论后，请小组代表回答。

第一组：

①我的妈妈很爱我，她每天让我带她给我准备的午饭

去学校，还给我钱买牛奶，回到家后都是妈妈在做家务，我

看她这么累，很心疼。（李同学《我的妈妈》）

②记得一次我病了，妈妈好着急，马上把我送去医院，

一路上她很着急，一直到我打了针吃了药她才放心下来。（胡

同学《母爱》）

第二组：

①许多纸筒落在父亲头上肩膀上，父亲的双手没处放

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

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更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

的，胸无法挺得更高。（《台阶》）

②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兰不兰、灰不灰的放鸽子破布

叠好还给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

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着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

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老王》）

提示：第一组文字显得干瘪空洞，没有具体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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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不了厚重的情感，所以没有感染力。

第二组文字情感细腻、画面感突出，作品中的人物形

象和作者的情感鲜明饱满，主要是因为动词的准确运用。如，

“抄着”“贴在”“挺得更高些”等连续几个动词，生动传

神地写出了一辈子老实厚道、低眉顺眼、不被人关注的“父

亲”因建好房子突然被人关注的不适应、紧张、但是又忍不

住自豪的心理和人物形象；“叠好”“忙去”“站在”“看

着”等一系列动作，将杨绛先生同情穷苦大众的心理和崇高

的道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一手拿着”“一手攥着”“滞

笨地转过身子”等动作也突出了老王已经行将就木、油尽灯

枯的濒死状态，却仍然坚持给杨绛先生送鸡蛋表达感谢，将

杨绛和老王之间的深刻情感表露无遗、感人至深。

师总结：一篇文章最打动人的是细节，而细节中最容

易突出的是动作，细节描写虽然有心理、肖像、动作、语言

等描写，但是动作是细节描写中运用最广泛的，因为万事万

物都在变化运动中。请同学们看看什么是细节描写，并把这

些文字记录在语文课堂笔记本上。（投影细节描写的定义）

（二）呈现目标

1. 掌握动作描写的三种方法；

2. 运用动词塑造人物性格形象，表情达意。

活动二：提供支架，提炼方法

（一）自学讨论

师：下面我将展示从课文中选摘的三组文字，并在动

词部分设置选择题，请大家仔细揣摩，选择其中一个动词，

并说明选择的理由。然后大家一起归纳总结动词使用的技

巧。按之前分好的小组讨论，派代表展示。

文段一：选择合适的动词，说明理由。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   

（拿 / 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脚就   （伸 / 抬）

出去了。

提示：鲁迅先生果敢勇毅的性格和精神都在“抓”“伸”

这两个动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师：这个文段的词语选择是近义词之间的差别，我们

要结合具体的语境选择最能表现这个动作准确意义的词语。

归纳方法一：锻造动词，展示精彩（板书）

文段二：请说说你更喜欢哪一段文字，说明理由。

①范进知道自己中举后高兴得发疯，跌到水塘里去了。

②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

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

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

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

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

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

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

提示：第一段文字不能体现范进中举的情状，太简单了，

没有细节；第二段文字描写很生动形象，将范进中举的现场

真实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尤其是动词“看、念、拍、笑、道、

跌、咬、又拍、笑、飞跑、踹、挣”等的使用，不仅准确、

生动、真切写出范进中举后的心理全过程，也表现了科举制

对知识分子的残害。

师：动作过程分解是再现动作细节的绝佳方法，可以

让我们将一个转瞬即逝的动作看得清清楚楚，并且能更好地

体现包含在动作中的思想情感。

归纳方法二：分解动作，延长过程（板书）

文段三：下面文字加点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表达效

果会有何不同？请具体说明。

我大叫：“荷西，荷西，有车来！”一面按车子的喇叭，

又打开车灯一熄一亮吸引他们注意，然后又跳到车顶上去挥

着双手乱叫乱跳。

这时我像被针刺了一下，跳了起来，车垫那么大一块，

又是平的，它应该不会沉下去。我兴奋得全身发抖，赶快又

下去捡车垫，仍然将它丢进后座，调转车头往泥沼的方向开

去。（《荒山之夜》）

提示：这两段文字都是台湾作家三毛和丈夫到撒哈拉

沙漠去捡化石，三毛的丈夫荷西不小心误入沼泽，在即将丧

命的时刻，三毛对丈夫生命的极致在意紧张被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出来。这里面三毛营救丈夫的动作之所以这么形象生

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动词前或后有得当的限制修

饰，更好地突显了三毛在找不到方法营救丈夫，以及想到可

行的方法营救丈夫的不同心理变化，而且把三毛在高度紧张

的状态下的强大心理素质和心智能力以及对丈夫深刻厚重

的爱都极致地表现了出来。

归纳方法三：添加修饰，真实生动 （板书）

技法总结：（教师板书，生齐读，并在课后抄写在语

文课堂笔记本） 

方法一：锻造动词，展示精彩

方法二：分解动作，延长过程

方法三：添加修饰，真实生动。

师：这三种方法往往要结合使用，会有更好的效果。

活动三：趁热打铁，检验成效

（一）随堂演练

师：请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片段写作任务，以上面学

习的动词锤炼和使用的方法。题目：“ 最熟悉的人”；要求：

以动词的运用突出人物情感和形象，一百字以内，八分钟内

完成。

要求：8 分钟完成

（二）互评提升

小组内推选一篇佳作，教师随机选三个小组作品展示，

全班互评，教师点拨。

2. 教师总结：细节是最见真功夫的关键，因此一定要

锻炼自己细节描写的能力，尤其是动作描写的能力。有细节

的前提是学会细致的观察，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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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空捏造得了高明的细节的。并且作文的技巧永远只能作为

方法，要学会运用在真实的写作中，并且内化成自己学习生

活的能力，才是真正学有所得。

（三）课后作业

1. 将本课所学的笔记整理好，交课代表检查

2. 以《母爱》或《父爱》为题，运用课堂所学，写一

个习作片段，两百字以内，优秀作品将上登班级优秀作文角，

并在期末成果中刊印出来。

结语：有效的课堂，必须是有效的教和有效的学的真

正结合，让学习真正发生，解决学生在写作中真实产生的问

题，并提供高质量的实践机会，才能让学生真正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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