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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运用 271 高效课堂模式进行作文指导教学 
◆余小芳 

（广东茂名市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525300） 

 
摘要：作文在语文试卷中所占分值之大，可谓半壁江山，作文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它是语文核心素养四大要素：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的集中展现，是语文综合能

力最强有力的体现。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釆用科学又有趣味的 271 高效课堂模式方式来进行。271 高效课堂模式

在作文教学中的实践与运用具有积极意义，它突出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

和指导的角色，突显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增

强，思维更灵活，学习更热情，从而更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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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些趋势 
随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模式有了各种不

同的变化，其中山东昌乐二中推出了 271 高效课堂模式，并取得
了成功。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 271 高效课堂模式：2 代表 20%
是自学，7 代表 70%是合作学会，1 代表 10%是老师教会。具体
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学习内容方面：20％的知识——自学能会；70％的知识
——合作学会；10%的知识——老师教会。 

2．学生组成方面：20％学生——特优生；70％学生——优
秀生；10％学生——待优生。 

3．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20％的因素——智商；70％
的因素——情商；10%的因素——行商。 

4．271 课堂模式的时间分配：20％(约 10 分钟)——(老师)
诠释学习目标，组织课堂教学，课堂引领、激励、点拨；70％(约
30 分钟)——(学生)分组合作，展示点评，质疑拓展；10％(约 5
分钟)——(学生)总结反刍，当堂检测。[1] 

在作文教学中运用这种模式，可以改变过去学生在作文课堂
上的畏手畏脚，过于依赖教师的讲授，真正参与可以到学习中去。 

二、271 高效课堂模式在作文教学中的实践与运用 
1、准备阶段：学案编写 
一堂好课，应当是一堂目标明确的课。课堂的高效首先来源

于这些充分的课前准备，学案编写就是把教学的目标明确，重难
点突出，知识延伸和拓展，让课堂教学更加有序。笔者曾在记叙
文审题的指导课中这样运用 271 高效课堂模式： 

事先编写学案，学案由几部分组成：1、学习目标和重难点；
2、审题方法的介绍及相关的排篇布局、详略安排示例；3、练习：
记叙文审题和提纲练习；4、作文写作。每部分的比重按照高效
271 课堂模式为指导：20％的知识——自学能会；70％的知识—
—合作学会；10%的知识——教师教会。学案编写印好分发给学
生，用一节自修的时间预习相关知识，完成对应练习，并收集批
改学案了解学生自学情况。前期准备考验的是教师钻研教材能
力。 

2、实施阶段：课堂实践 
271 高效课堂模式其中一个特点是学习小组，按照一定比例

形成一个团队。在进行课堂实践之前应该有一定的团建过程，小
组内选出小组长负责分配组员任务，协调组员关系，拥有自己的
团队名称和目标口号，形成小组文化。这对于讨论时学生积极表
现是有很大帮助的。 

271 高效课堂模式的时间分配为：20％——(老师)诠释学习
目标，组织课堂教学，课堂引领、激励、点拨；70％——(学生)
分组合作，展示点评，质疑拓展；10％——(学生)总结反刍，当
堂检测。在这堂作文指导课上，笔者首先带领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为掌握记叙文命题作文审题方法，随后以理论加示例的方式介绍
了记叙文审题的添加语素法。所谓的审题添加语素法即在关键词
的前或后加上词语，目的是化大为小，明确范围。可以添加这四
个方向的语素：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会怎样？例如题目
《让我欢乐让我忧》，可以这样添加：什么（人、事、物）让我
为什么欢乐为什么忧。这里教师要转换角色，不要以为学生不会

就讲个没完。如果真的不会，在练习中暴露出问题，也可以再次
讲解，这样印象更深刻。 

给学生 1 至 2 分钟领悟消化后，笔者组织学生按照学案的编
排，安排大概 10 分钟时间针对自学时完成的审题 3 道对应练习
进行小组讨论。271 高效课堂模式的语文课堂中，师生关系是以
互动共享，交流展示为课堂主旋律的。这符合新课标指出的“积
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同时指出：“学生是语文
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
他们树立主体意识”。[2] 

本节作文指导课重在抓住关键词添加语素，选好切题的角
度，安排详略布局。为争取时间可以充分地讨论，笔者把任务细
分，每 3 个小组讨论其中一道题，3 道题目分别是：（1）、无法
抹去的回忆；（2）、心中的阳光；（3）生命的养分。这 3 道题侧
重点各有不同，分别可以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的方向添加
语素审题立意。讨论相同题目的最后可以以对比的方式选出优秀
答案。学生的答案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对于语文来说，自言
之有理又能自圆其说的，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在讨论的时候
不一是标准答案为准，一些错误的答案，拓展学生思维的答案更
值得讨论。笔者在巡视时就发现有些学生的答案令人眼前一亮。 

在这种 271 高效课堂模式下，学生对于作文的畏惧已被小组
内热烈的讨论化解，作文的难度也因为众人的智慧降低。通过要
求完成任务，推动学生卷入学习，调动自主参与积极性，正如新
课程中“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3]积极参
与课堂讨论，让学生获得了自信，获得了成功感。因此，为学生
提供和创造成功的机会，特别是关注那些在困境中艰难地行进的
学生，发现并强化他们的哪怕最微小的进步，其激励作用可能会
影响到他们的一生。[4] 

小组合作讨论结束后，接下来安排大概 20 分钟的成果展示
和点评时间（有时一些小组速度快，在讨论时已完成展示）。 

点评结束后，笔者和学生一起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简要回顾
和总结，大多数学生能够掌握根据关键词添加语素的方法来审
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对表现好的小组和个人给予鼓励，如
积分，荣誉称号等。最后布置大作文，巩固运用学到的知识。 

三、结语 
教育工作者在课程改革中不断求实创新，各种更加适合当代

教育的新的教学模式让教师和学生更热爱和享受课堂。271 高效
课堂模式在作文指导中的运用表明，充分的预习准备，小组合作
的讨论，及时的点评反馈，是能够让学生喜欢上作文课，能够写
出好作文的。改革不止于模式，而科学有活力的模式，更有利于
知识获取和师生身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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