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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风景。教师巧借“设计蛋宝宝”拉开了帷幕，学

生对即将开始的体验充满了向往。他们由习惯上的被

动角色转变为积极参与的主体，主动投入写作活动中，

倾诉自己或喜或忧，或笑或泪的经历。指导写作的教

师也体验着他们真实的感受，率真的表达，体验到“故

事”的意义价值。“故事—教师—学生”三者间形成一

种良性互动、多向折射的心理场。

（三）整合故事元素，释放“资源教育力”

借助表演、游戏、讲述、音乐、图画、视频等多种

手段，让习作教学具有“故事”的元素，既有利于调动

学习兴趣，又有利于激发表达诉求。

一位教师上了一节“玩饼干”课：每个学生的课桌

上都摆放着一袋小饼干。第一步，教师出示多组饼干

造型图片。孩子们情不自禁地叫起来，都想即刻拿出

自己的饼干玩出点新花样，饼干早已不是满足肚里馋

虫的食物，霎时间变得可爱了，神奇了。第二步，学生

在小组内完成饼干创意设计大赛。他们纷纷拿出饼干，

热烈地讨论着，通过啃、掰、拼、刻等不同方法，不一

会儿，12 个小组的创意饼干出炉了：“小囧人”“丑小

鸭”“金银花”“听取蛙声一片”……第三步，让学生

讲述创意过程和制作细节：奥利奥饼干如何变成小太

阳，菜园小饼背带裤是怎样做出来的，用小熊饼干做

鞋子的点子又是谁出的。在学生的习作里，我们再一

次看到了那一幕幕生动的景象。

创意饼干设计的过程，其实就是教师习作指导的过

程。这一过程，整合了图片、活动等，有意思，有创造，

有惊喜，着实让学生过了一把“DIY”瘾。当习作不是为

了完成老师布置的硬性作业，而是基于表达的需要，我

们才会在习作里，读到他们的无限精彩。让习作教学具

有故事的元素，也就让习作过程有了丰富的味道。

故事，在写什么、怎么写和怎么教上，均提供了丰

富的资源。构建以故事为脉络的小学习作课程，有利

于达到学生习作“易”于动笔，“乐”于表达的效果。

一、厘清习作任务情境的要素

习作任务情境要具备哪些要素才能促使学生喜欢

习作，喜欢表达？我们先看王荣生教授命制的一道作

文题。

写作材料：小狗苦等主人 5 年，网友惊叹“最忠实

的小狗”。据某网站报道，在我国西部某城市的一家网

吧门口，可以看到一只表情忧郁的小狗冻得瑟瑟发抖，

却不停张望着进入网吧的每一个人。主人悄悄地溜走，

却让一只小狗苦苦守候了 5 年。5 年来，小狗原地不动

地等待着它的主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上网的人

都认识它，还常买火腿肠喂他，更有网民表示，想领养

这只小狗，若不能，哪怕平日里去照看它，让它有吃有

住也可以。

写作任务：发挥你的想象，如果这只狗能向它的

主人诉说自己的遭遇，那它会怎样？请你根据所提供

的图文材料，以“等待的一天”为题写一篇作文，字数

在 400 字以上。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习作是让孩子学会如何表达

内心的想法，而不是拿到题目后凭借瞬间的灵感去创

作。王教授设计的任务情境包括四要素：一是读者（主

人），二是方法（描述自己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三是

目的（狗向主人诉说自己的遭遇），四是文体（叙事类）。

这样创设任务情境，学生明白写什么，怎么写，就

不会写得杂乱无章了。因此，设计习作任务情境 ,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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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文体意识的角度去思考：这次习作要教学生写哪

种类型（文体）的文章？读者是谁？写此次作文有什么

目的？有哪些方法可以在题目里告知孩子……这是习

作教学方向引领，基于此，我们对设计不同文体的习

作任务情境做了一些探索。

（一）叙事类写作任务

教材中的单元习作内容较宽泛，方法不明，这样

的习作任务情境会让孩子一头雾水，无从着手。比如

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习作：这次习作不规定内

容、范围，请你自由写。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也可以写自己喜欢的景或物，可以写自己的快乐或烦

恼……动笔前先想一想自己最想告诉别人什么。写的

时候要把想表达的意思写清楚。写完后把不满意的地

方改一改。另外，建议你把这学期的习作整理一下，保

存好。

笔者基于新《课程标准》的统领，基于年段目标的

要求，基于学情的需要，确定了具体目标，把内容确定

为：和朋友、家人交流你最喜欢的一项活动，要写清楚

活动的过程，最好用上感叹词表达心情，可以直接描

写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可以通过描写神态、动作，揣摩

别人的心理活动，让朋友、家人分享你的快乐。

改变后的习作内容也体现了四要素：一是读者（朋

友和家人），二是方法（写清楚活动的过程，最好用上

感叹词表达心情，可以直接描写出自己的心里活动，

也可以通过描写神态、动作，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

三是目的（让朋友、家人分享你的快乐），四是文体（叙

事类）。这样的习作更贴近孩子生活，让孩子觉得习作

并不遥远，知道为谁写，该写什么，老师也知道该从哪

方面去重点指导。

（二）童话类习作任务

特级教师黄兰执教四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三”的

童话《我要去看海》。这节习作课的落脚点在哪里？黄

老师参考了中年段的习作要求“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

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参考了本

单元的习作要求“想象一下，它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编成故事写下来”，最后聚焦到童话的基本特征“情节

曲折、想象丰富”这个点上。在此基础上，黄老师进一

步向学情靠拢，聚焦到“写历险记一类的童话”，设置

了这样的任务情境，“请你选择一段经历，把遇到什么

麻烦，怎样化解的写清楚，改具体，在连载故事中与大

家分享习作，体验童话的快乐。”

（三）写景类习作任务

四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原题材：按照一定的顺

序写校园里的一处景物。潼南区周进老师二度开发教

材，设置《我是校园小导游》任务情境：学校家长开放

日要征选数名校园小导游，在开放日当天为家长们介

绍我们的校园。如果让你来当小导游，你会向家长们

介绍学校的哪处景物？这处景物有什么特色？会按照

怎样的顺序来介绍？在介绍校园时，你会提醒家长们

注意些什么？本次习作中，语句通顺，介绍清楚得当，

符合导游词格式的小作者将有机会被推荐进入校级征

选，加油哦 !

周老师把四年级下册的第一次习作——写校园里

的一处景物改成写导游词，可以再次巩固导游词的格

式。校园的景物是学生非常熟悉的，老师可以教学生

如何按照一定的观察顺序把景物介绍清楚，把导游词

写得吸引听众。

二、探索设计习作任务情境的基本路径

（一）“利用”真实情境

“利用”真实情境就是“发现”和“利用”现实生活

中的活动，既可以是孩子身边的小事，比如“家庭作业

是否一定要家长签字”，也可以是社会焦点，例如“父

母到底要不要生二胎”。将写作技能与知识融汇在解决

真实复杂的任务的情境中，让孩子参与体验，尝试用

写作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去年，笔者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节作文课是和他们

的见面课，笔者设计了这样的任务情境：每个孩子都

很独特，请你介绍自己的爱好、性格、特长，让老师进

一步来了解你，认识你，和你做朋友。此外还设置了以

下三个任务情境：

1. 请你号召家长、同学积极参加这项活动，为同

伴推荐开展志愿服务的地点和服务活动主题写一封倡

议书；（应用文）

2. 请采访一下同行的家长，向他们说明本次活动

的方法、意义；（说明文）

3. 请你写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借助人物

的动作、语言、神态、心理活动等写清楚活动经过。（记

叙文）

同一个话题，任务情境不一样，孩子习作的侧重

点不同，写出的文章就不同。

（二）“设计”拟真情境

任务情境设计的第二条路径是：“设计”拟真情境。

“设计”拟真情境就是学校教学接近真实生活世界、

学习向真实生活世界转化的主要途径。教师可以通过

图片、视频等再现情境，通过表演模拟事实真相，让学

生以某种拟真的身份对特定对象表达想法。有趣的角

色转换、新奇的想象世界，使习作的视野更为广阔，更

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