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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的策略 
王绪华 

（山东省汶上县康驿镇第一中学） 

摘要：微写作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指的是微型写作。其相比较写作来说篇幅更加短小。微写作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
个新名词，其在理论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界定，但是其表现形式则是非常明显。初中语文写作是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一个
重要途径，是学生掌握语文的一个重要方式。教师要对微写作进行灵活应用和教学，让学生通过微写作的方式有效提升自我语文素
养，让学生的综合语文技能得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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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背景不断深化，初中语文教学也开展了改革与

创新，微写作模式也悄然兴起。特别是在 2014 年，我国一些省
份地区在中考时，出现了微写作内容，例如仿写、漫画内容描
述等使得微写作越来越受到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视。因此，笔者
认为有必要对初中语文微写作教学进行分析，以期寻求合适的
提升路径，促进微写作教学发展。  

一、微写作概念及特点  
微写作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指的是微型写作。其相比较

写作来说篇幅更加短小。但是，其与写作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
写作更加注重的是文学方面的创作，其需要处理的是主观与客
观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微
写作则并没有将这些内容纳入其中，其仅仅是对学生语言综合
能力考查的一种方式。微写作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
新名词，其在理论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界定，但是其表现
形式则是非常明显。  

首先，微写作具有“微小”的特点，学生所进行的微写作
一般来说篇幅较为短小，类似于小作文的形式。其能够让学生
更加专注于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够让学生对于片段的描写更加
深化。其次，微写作具有“简单”的特点，其与传统的作文不
同，没有作文各种条件、格式、关系等内容的复杂性，其仅仅
关注的是学生语言的应用，以及一个片段的描写程度，能够让
学生的思维能力得以集中拓展。第三，微写作还具有灵活性的
特点，其能够根据教师的教学要求进行随时调整，能够有效辅
助教师的教学工作开展，帮助学生展开精炼语言的书写活动。  

二、微写作教学实现路径  
1.确定微写作的基本形式  
微写作的基本形式应当积极借鉴学生在学习课文时的方

式，最为突出的就是学生对课文中一些语句或者字词的“勾画”
与“圈点”，或者对一些优美的语言或者引起心灵共鸣的、给予
精神震撼的文字简单批注，将这一形式与学生预习和自学融合，
就可以作为微写作的基本方式，即学生可以利用课文进行微写
作。因此，教师在进行课文教学时应当突出讲述其中的重要写
作技巧或者具有特点的语句，并训练学生对该写作方式或技巧
进行模仿，引导学生积累更多的微写作素材或方式，不断提升
微写作的外延和内涵。比如，笔者在微写作课堂正式开始前，
通常都会引导学生创作课前导语，并在文章的教学过程中给学
生以表现的机会，帮助学生深刻地理解主题。此外，教师还可
以对所学课文内容进行扩写或者拓展写作训练，让学生们根据
相关情境随堂发挥，将所想所感表达出来。  

2.形成微写作的教学流程  
首先，微写作的教学流程应当是完整系统的，笔者认为一

个成功的微写作作品应当经历以下几个教学流程：预备阶段，
即学生收集材料、整合内容的过程；构思环节，即学生在教师
指导下，选择写作主题和内容；写作阶段，学生利用现有资源
进行创作；修改环节，教师帮助修改或者学生自主修改；交流
过程，即师生、生生交流；反思阶段，即学生对自己的微写作

效果进行反思。其次，微写作的教学流程还可以是依附型的，
也就是将微写作与阅读课、大作文写作课、语文综合课、社会
实践活动相结合， 在实际的情景中展开写作，并在教师的指导
和修改下，提升微写作的能力。另外，教师还应当在处理班级
事务或者宣传相关文件时给学生提供微写作的机会，比如进行
微评论或者微故事创作等，提升微写作教学流程的规范性和个
性化。  

3.形成微写作的基本课型  
首先，微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训练，教师在对学生

教授基本写作基础、写作技巧后应当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微写
作训练，比如每周一节写作实训课，让学生通过阅读课内外优
秀文章，深刻掌握相关课文内容，并不断借鉴其精髓内涵。其
次，在进行微写作训练时，教师要紧密联系生活，引导学生微
写作创作源于生活、贴近生活，使微写作的文章有血有肉，并
变换多种文章形式，比如微小说、说明信、通知、留言等，丰
富学生的微写作格式，积累相关写作素材和内容。再次，教师
应当积极加强对学生微写作的修改，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在微
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展开个性化的教学，针对学生微写作的薄
弱环节进行强化和巩固训练，并积极开展课后辅导。第四，为
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应当在每半个月安排一次专项的辅导，
提升学生微写作的技巧。 

4.立足于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进行微写作练习  
在课堂教学以外，微写作素材更多的来源于学生的实际生

活。首先，应该引导学生多观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如主题
班会、学校运动会、校内外实践活动和校外野营活动等。教师
应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导游词、日记、感想和演
讲稿的写作。其次，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进行整理和记录。秋
叶的飘落、鲜花的绽放、父母的辛劳……这都是生活中的感人
瞬间，也是微写作最丰富多彩的素材，应该培养学生随时记录
的习惯，将这些素材进行积累。学生可以随身带一个小本，记
录身边的人与事，也可以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实际感受，每周
写一句名言或者感想，并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些都能为微写作
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教师应引导学生对长时间积累的阅读
成果和生活素材按照学校生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
活等进行分类整理。如此一来，学生的写作素材会更加清晰明
了，还能体现对一个人的全面认识。例如，将两年来与父亲相
处的点滴进行整理，学生会发现父亲对自己深沉而真挚的爱。 

初中语文写作是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是学生掌握语文的一个重要方式。教师要对微写作进行灵活应
用和教学，让学生通过微写作的方式有效提升自我语文素养，
让学生的综合语文技能得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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