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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展示与观摩活动

  作者简介：马益彬，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杭州市明远未来小学校长，高级教师 

（杭州  320000）。

摘要：表达类习作是语文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体现。

教师在表达类习作的教学过程中，应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借助真实的学情资源来助

推习作教学的设计与实施；要立足单元整组教学的视角，统筹运用教科书，实现读写

相结合；同时要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原则，将教学目标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创设真实情境，从而切实提升学生的习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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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程标准”）在第三学段“表达与交流”中，

提出了“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养

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

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1］13的

要求。其中发展型学习任务群下的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更是要求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体会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意义，并用书面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的观

察与体验，抒发自己的情感。［1］27在相应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链接学生的生活和已知，让学生有内容

可写，基于学生的学情起点，注意读与写的互相迁

移，还要观照单元整组教学，革新学教方式。［2］

《   即景》是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

称“统编教科书”）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习作内容，

习作要求学生观察一种自然现象或一处自然景观，按

照一定的顺序描写景物，写出景物的动态变化。该单

元要求初步体会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学习

描写景物的变化。依据新课程标准和统编教科书的编

写意图，该课的教学设计要基于学情起点，引导学生

在课前完成观察记录单；同时借用学情资源来助力习

借用学情资源，立足读写结合，遵循“教—学—评”一致性
——以五年级上册《      即景》为例

马益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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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学的推进。以单元课文《月迹》中的动态描写

为例，教师要引导学生运用恰当的方法写出景物的

动态变化，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在评改活

动中，逐步推进表达，使其描写的动态变化的画面

更加鲜活。此外，在观察和习作中，教师要不断引

导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奇妙和美好。

一、借用学情资源，在梳理比较中引导学

生明晰题意

分析学情是理解学生与提高习作教学效果的关

键。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利用观察记录单这一工

具，助力习作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一）审辩选材内容

统编教科书在编排习作时，注重习作话题与生

活之间的关联。《   即景》要求学生观察一种自

然现象或一处自然景观，重点观察景物的变化。这

当中的“即景”是否意味着大自然中所有景物？为

了回答这一问题，教师在课前设计了一份观察记录

单，帮助学生进行课前观察，通过梳理、比较的方

式，让学生逐步审弄清楚题意，从而确定习作内容。

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先选取一份典型

的观察记录单。例如，凌晨五点左右，在黄山光明

顶看日出，强调在那一刻看到了日出东方的美景，

这就是“即景”。随后选取班中相同选材的观察记

录单，让学生在对比中逐步明晰本次习作要注重

对当下景物的观察。再如，挑选一份观察雨中桂花

的记录单和另一份观察四季的桂花的记录单，通过

比较，学生理解看到雨中桂花的那个心动场景便是

“即景”，而观察桂花在一年四季中不同的样态属于

长时间观察。这次习作中，“即”是当时、当下的

意思，只要聚焦到某一天某一刻，便是“即景”。

教师采用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利用学情资源，发展

学生的高阶思维，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二）审明习作要求

本次习作的具体要求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描写景

物，注意写出景物的动态变化，使画面更加鲜活。

学生圈划出含有具体要求的语句，从表面现象看，

学生已然知晓本次习作的具体要求，但这些要求对

于学生而言是概念化、标签式的植入，仅停留在

“表层学习”或“机械记忆”层面，缺乏对概念的

深度理解和对概念应用场景的把握。为了帮助学生

将对概念的理解深入到本质和应用层面，教师要继

续借助课前的观察记录单，分别选取自然景观和自

然现象的观察记录单各一份，指导学生理解习作的

具体要求，形成习作思路。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结合习作要求，再

次审阅同伴的观察记录单时，会发现记录日落等自然

现象时可采用时间顺序来观察，借用时间词串联景物

变化，同时可从颜色、形状、位置等角度去观察景物

的变化。例如，当观察视角在空间位置上发生变化

时，其对应的景物大小、样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

里再次借用学生课前观察记录单作为学习资源，目

的是将本次习作的具体要求转化为学生层面的行为

路径，让学生可观、可感地理解习作的具体要求。

（三）审清布局谋篇

从统编教科书的习作编排体例看，学生习作从

句到段，再到篇章的撰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第三学段的习作教学，不仅要关注段的描写方

式，还要培养学生的谋篇布局的意识。这里再次借

助观察记录单，引导学生按照一定顺序的视角去观

察内容素材。如果是按照时间顺序，往往可借助时

间发展词来谋篇，按照下雨前、下雨中和下雨后进

行段落布局；倘若按照空间顺序来观察，可按照由

远及近的逻辑来构思安排。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

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有逻辑性的篇章框架。

学生习作素养的提升由“学得”与“习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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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构成。［3］在表达类习作教学中，“学得”具体指学

生在教师的讲解下填写观察记录单，整体感知文章的

布局谋篇。“习得”指在具体习作实践过程中，自然

而然地领悟或学会相应的写作方法和规律。文章的

布局并非仅限于观察单记录的顺序，学生还可从行

文的整体走向或者作者情感的变化等视角来布局。总

之，“学得”是基础、显性的，可依据相关表示顺序

的关键词来进行显性的呈现，师生可依据这些关键

词来起承转合，而“习得”是语文综合能力的内化。

二、立足读写结合，在学习语言文字的过

程中学表达

“读”是吸收内化，“写”是倾吐输出，而

“思”是两者之间的桥梁。读写结合是习作教学中

常用的有效策略。读单元课文中的篇章，读伙伴课

堂练写的片段，这是在阅读赏析的过程中积累语

言；写则依据要求学以致用，以读促写，借写回

读，不断提升学生的习作表达能力。

（一）以伙伴片段为样例，聚焦目标学表达

“写”是表达类教学的最终落脚点。要为学生

提供足够的写作练习时间，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的语

言使用规范的约束和指导下，主动开展现实的、具

体的、富有感性的写作活动。本次课堂习作练写，

要求学生选取自然美景中印象最深的那一刻，按照

习作要求，写一个片段。

课堂中的片段评改是提升学生写作技能、培养

批判性思维与自我修正能力的有效策略。教师和学

生在互动对话中，逐步将习作要求转化为具体实践

的评说样本。例如，在具体实施中，可按一定顺序

结合所呈现的习作片段，圈画关键词句，进一步感

知用时间词串联景物变化的写法。再如，描写动态

变化时，在师生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可对单个景物

作出多角度的观察，发现其景物自身在发生着变

化。又如，对多个景物的观察同样会营造出一种动

态的变化。在“下雨即景”中，对雨滴、风声、雨

落在各种景物上的样态的描写，会呈现出一种动态

变化的场景。同伴习作片段的评说赏析围绕习作目

标巩固了本次习作的成果。这种形象化、具体化、

个性化的以点带面的评改，既是对展示者的一种认

可与鼓励，又是学生的自我内省、相互学习的有效

活动。

（二）以单元阅读为范本，迁移运用促表达

统编教科书遵循阅读与表达并重的原则，重视

读写结合。［4］单元阅读课的引入，是将单元语言

习得和表达相联系的手段，也是迁移运用、优化表

达的有效手段。

本次习作既要求写出景物的动态变化，也要将

画面描写得更加鲜活。教师借助单元课文《月迹》中

的片段，让学生再次回读文本，感受贾平凹言语表达

上的精妙、描写上的灵动。借助单元阅读文本的表达

迁移，既消解了学生对文本的陌生感，提高交流的效

果，又在理解的基础上，关注言语表达的方法。这是

一种集阅读、表达、思维训练等于一体的教学策略。

这里再次引入单元交流平台中的话语，点出“月亮像

个淘气的孩子，顺着竹帘格儿往上爬，竟然跑到穿衣

镜上去了。这一段的动态描写把月亮慢慢升高的过程

写得既活泼又有趣”，从而使学生明白，抓住某个词、

某个细节变化，可以将动态变化写得具体，画面才会

鲜活起来。在习作教学中融入阅读材料，采用精读作

为手段，将表达作为过程，以提升写作技能为目标。

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实现阅读与写作的相互促进，

相互参照，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三、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在评改

推进中优化言语表达

在习作教学中，落实好“教—学—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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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要义是明确评价目标，依据评价目标设计学

习任务，并制定评价的具体规则。［5］

（一）借助习作评价单，围绕具体要求去评改

本节习作课的目标之一为“能按照一定的顺序

描写景物，结合观察所得、借鉴课文表达方法，写

出景物的变化”。从学生画出具体要求之后，教师借

助观察单依循要求予以讲解，学生则按照要求创写

片段，而后再次依据要求进行评改，这一系列学习

活动均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在评改过程中，落实

好“教—学—评”一致性的关键在于评价标准的制

定。该课采用评价单的方式进行，请学生按照习作

要求，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评一评自己的片

段，做到一点打上对号，如果读到某一处，把动态

变化写得特别鲜活的，可以在片段中打上五角星。 

本课评价单的设计要注意三点。其一，依循教

学目标制定评价标准，打破以往“语言具体”“描

写生动”等笼统术语，紧紧围绕目标进行评改。其

二，学生评价的规范和个性相统一。既按照评价指

标，做到一点打上对号，又体现学生创写的个体差

异，以打五角星的方式，让学生去找寻片段中动态

变化描写得最鲜活的地方。这样的评价操作，为后

续交流分享时，利于师生快速聚焦习作的闪光点，

突破习作的难点。其三，自评和互评相结合，师生

点评加持伙伴互评、自我评价，让评价主体更多

元，使课堂交流的效果更好。

（二）借用习作资料包，立足习作难点求突破

要写好本次习作，观察能力相当重要，从三年

级的多角度观察，到四年级的长时间连续观察，再

到五年级景物变化的瞬时观察。统编教科书这样编

排的意图是让学生学会观察，逐级提升观察能力。

只有对自然景物开展多角度观察，真切感知景物的

动态变化，才能将画面描写鲜活。课前的观察记录

单能帮助学生选择习作对象，并依循观察顺序和景

物变化，整体把握观察要点。观察时要将动态画面

进行展开，描写具体，注重细节上的描摹，倘若仅

采用记忆回现的方式，很多景物画面的细节，往往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在第二课时的评改教学中，教师可依据学生习

作的实际情况，准备相应的视频，如日出、日落或

荷塘等视频，方便学生课堂上调用。同时可请学生

在观察时用视频或照片的方式记录，为后续景物复

现提供更多的可能。例如，在评改某学生习作片

段时，对于“荷塘即景”，学生的记忆画面不够清

晰，教师就将该生事先拍摄的视频再次呈现，借用

情境再现的方式，唤醒学生的体验，同时还可借助

定格瞬间的特写镜头，利于学生细致观察，用语言

直接描述，从而优化原有的言语表达。利用景物素

材资料，不仅为学生的修改提供了支架，还让学生

进一步感知“四时景物皆成趣”，同时让学生在具

体的学评实践活动中进一步明确写好习作的关键是

细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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