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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微课在小学生作文序列训练中的应用 
◆吴莉莉 

（安阳市西大街小学）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与当前广泛应用的众多社会性工具软件

(如博客、微博等)一样，微课也具有十分广阔的教育应用前景。在作文

教学中，我们将微课与作文序列训练紧密地结合，加强训练的密度，提

高训练的强度，降低训练中的难度，最终达成训练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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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产物。它独有的“小”、“实”、
“新”、“效”的优点，特别是它的选题与制作是就教学的某一知
识点（重点、难点、疑点）而进行，内容聚焦，时间仅 5-8 分钟，
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就能突破难点。这一切都让微课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 2017 年开始，我课题组“以微
课在作文教学当中应用”为研究内容，进行前后两轮的实践探索。 

在第一轮的实践中，我们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初步探讨尝试
了“微课助你选材—微课助你找方法—学生写作初稿—微课助你
评例文—学生修改完稿”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整个作文教学流程
中三次介入微课，分别嵌入在写作前及修改前，对学生进行写作
及修改的指导，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存在问题是微课内容
零散，缺乏系统指导，达不到实际教学效果。针对这个问题，在
第二轮实践过程中，我们把研究的力度着重放在微课应用与作文
序列训练的融合。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一、内容选择科学 
1.遵守微课内容选择的原则 
微课虽然是一个手段，一个载体，但在内容的选择上必须遵

循三个原则：一是适当性原则，即微课的内容必须适合当前的教
学目标，适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二是启发性原则，即微课的内容
要有启发性，能在学生“愤”和“悱”之时，真正起到“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的作用；三是精悍性原则，微课应体现其“微”
的特性，内容的选择一定要小而精，集中火力解决一个问题，精
悍实用。 

2.构建作文科学的训练序列 
在微课内容选择原则下，我们重新审视作文训练。提到作文

训练我们不要笼统否定、盲目淡化，而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分
析。结合教材、学段特点、学生年龄特点，科学地列出了训练的
序列。这个序列既有明确的低中高训练序列、又有低中高各自训
练特点，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一定联系性。 

总体思路是先说后写，连句成段仿导结合，循序渐进、从段
到篇，整体设计，从单项到综合，全程训练。 

低年级：从说到写，把一句话说、写得完整、通顺、具体、
连贯；从说一句、几句话到写一句、几句话，把话写得完整、通
顺、具体、连贯。 

中年级：围绕把一段话写得“言之有序、言之有物”，采用
分解和描写的方法，仿导结合，连句成段。 

高年级：从段到篇，整体设计，从技能、技巧到布局谋篇，
从单项到综合，练中有训，突出练习。 

这些训练的框架都是在新课标的指引下，结合学生学习经验
与能力提升，螺旋上升形成体系。 

二、应用方式灵活 
每个年段训练的重点不同，微课呈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低年级我们根据学生特点，微课多采用生活情境的方式，在

学生熟知的生活场景中，在与人交际的过程中，来学习说话、写
话。 

如，认识一句完整的话，通过文字解读“完整的句子由两部
分组成。句子的形式有：谁（什么）‖是什么，谁（什么）‖怎
么样，谁（什么）‖干什么，再加上标点符号，如逗号、句号、
问号、感叹号等。”然后，创设自我介绍的生活场景，“我是小学
生。”“谁是什么”就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接着进行练习，从口头
介绍到书面表达，让学生的学习变得轻松。 

再比如，中高年级作文训练我们就找到了 100 多个训练点，

每个训练点能充分运用微课短小精悍的特点，主要采用讲授的方
式，在 10 分钟之内，解决一个学生习作的难点。如：如何扩写，
引领学生通过范文引路，寻找扩写点。以此来解决扩写的困难，
通过微课展示，学生很快就明白可以在环境模糊处扩写、在矛盾
冲突处扩写、在人物对话处扩写、在心理活动空白处扩写等等。
这样一节微课就有一得，切实地解决了学生学习的困难。 

三、应用效果明显 
微课中的作文序列训练，重在激发学生兴趣，打开学生思路，

激活生活素材，给予创新种子，学生在强烈的表达欲望中提笔写
出自己心中想写的内容。主要表现如下： 

1.梯度跟进，思路清晰，训练序列化。小学阶段各段训练项
目内容具体，主题明确，由说到写，说写有序，循序渐进；说写
有法，由易到难。 

2.打开思路，方法灵活，训练广角化。每个训练项目，重在
打开思路，广捕素材之源，广泛链接生活，广挖结构方式，广辟
写作方法，多元主体个性化呈文。 

3.内容具体，主题明确，训练话题化。每个训练项目就像一
个话题一样，主题明确，内容具体，不产生歧义，不纠结跑题。 

4.教学创新，注重兴趣，课堂生活化。课堂上创新教学方式，
教师会跟孩子做游戏、玩脑筋急转弯或聊天，因为孩子们都喜欢
做游戏，喜欢聊天，喜欢幽默、诙谐，喜欢 PK，喜欢晋级。学
生在开心的活动中，描叙清晰，议论酣畅，词句俏皮。整理活动，
随即成文。 

5.通俗实用，大道至简，成果应用化。此课题来自一线教师
的困惑和需要，又是在一线教师的广泛参与中进行的实践、反思、
改进和推广认可，简单又很实用。 

在瓦根舍因范例方式课程论、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论以及建
构主义理论的支撑下，在作文教学专家曾曦博士的前期研究的引
领下，我们借助微课，运用工程理念，让微课制作与作文训练的
紧密结合，精心选项，内外结合，教给方法，注重运用，培养技
能，提高素养。微课在作文教学中的应用让教师解决了训练什么，
怎么训练的难题；让学生彻底摆脱提笔习作的畏惧感，也解决了
“背范文、套范文”的困局。它促使教学方法、学习方式的优化，
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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