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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习作栏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写是为了有效地交流”

这一交际语境写作理念，为此，习作教学要以交际语境写作理论为指导，从交际对象、

交际目的、交际效应等方面分析习作栏目蕴含的交际语境元素，并以此采取注重情境

创设，唤醒读者意识；活用习作“拐杖”，优化思维品质；提炼写作知识，助力目标达

成的教学策略，从而实现教材价值，提升学生的习作能力。

关键词：交际语境写作；单元习作教学；教材价值

继“文章写作”“过程写作”之后，国际写作教

学发展已进入“交际语境写作”阶段，“写是为了有

效地交流”［1］，成了交际语境写作的重要理念。这一

写作理念，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习作单元的编写上，也势

必对习作教学带来影响。本文以统编教科书中高年级

第1—3单元习作教学为例，探讨交际语境写作理论

指导下的教学价值目标，实现教材价值。

一、习作栏目交际语境元素分析

（一）交际对象

基于交际取向的写作教学认为写作是作者和

读者之间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外部交流行为，这是

作品和它的接受者之间的一种互动交流。关于“读

者意识”，国外有“三要素说”（读者、作者、信

息）、“四要素说”（题目、目的、读者、作者）、“五

要素说”（目的、读者、话题、场合、作者）；［2］国

内最早把“读者意识”作为写作最基本理念的是夏

丏尊先生，他说“诸君执笔为文的时候，第一不要

忘记有读者”。［3］习作栏目编写时，也注意到了写

作对象的问题，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显性的，如

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我的乐园》要求“把你

的乐园介绍给同学”，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那

一刻，我长大了》要求“写完后和同学交流”；二

交际语境视角下的单元习作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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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隐性的，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我的植物朋

友》，要求“写一写你的植物朋友，让更多的人了

解它”，这里的“更多人”范围就广了，可由学生

自我设定；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家乡的风俗》，

“可以将全班同学的习作集中在一起，编成一本民俗

作品集”，结集的目的显然是要同他人分享。

（二）交际目的

交际目的不同，选择的文体形式自然也不同。

记叙文以叙述抒情为旨归，说明文以介绍为主要内

容，议论文则以说理为重点，写作文体与交际意图

水乳交融，紧密相关。而不同的文体又展现出不同

的形式特点，决定了不同的写作思维。像记叙文就

重在细节描写，说明文则强化说明方法，议论文需

凸显论据论述，等等。中高年级下册前三个单元

的习作练习，文体形式多：有想象文，如三年级

第二单元的《看图画，写一写》，四年级下册第二

单元的《我的奇思妙想》；有应用文，如五年级下

册第二单元的《写读后感》，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的《写作品梗概》；有回忆性记叙文，如四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的《我的乐园》，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的《那一刻，我长大了》，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

《让真情自然流露》；有状物类说明文，如三年级

下册第一单元的《我的植物朋友》，四年级下册第

二单元的《我的奇思妙想》。多样化的习作文体，

有利于训练学生不同的习作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交际效应

任何一次语言交际，交流双方无不希望获得最

佳的交际效果，但这必须具备较高的交际技巧。对

于交际写作来说，更是如此。为此，统编教科书充

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安排了形式多样的习作辅助

“拐杖”。这些习作辅助“拐杖”往往系统有序，

包含着提示性的内容、材料、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

务的写作程序，这就使习作“拐杖”犹如一个个

“脚手架”，让学生拾阶而上，帮助他们跨越当前

水平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一步一步抵达预定的习作

目标，进而促进交际效应的完全实现。中高年级下

册前三个单元共有九个习作练习，明确提出习作辅

助“拐杖”的就有六个，而且支架形式丰富多样：

一是图表式，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我的植物

朋友》，课文提供了桃花的植物记录卡，从名称、

样子、颜色、气味等方面对桃花进行分类记录，有

了这一记录卡，学生不仅能学着为自己喜欢的植物

做记录卡，还能为写植物朋友提供素材；四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的《我的乐园》画了张表格，分别从自

己乐园的地点、景象、感受三个方面，为本次习作

提供习作内容、表达顺序的写作样本；四年级下册

第二单元的《我的奇思妙想》，设计了两个层级的

支架，先是分成“样子”和“功能”两个方面，再

把“样子”和“功能”做细致的内容罗列，写什

么，一清二楚。二是程序式，如六年级下册第二单

元的《写作品梗概》，从“读懂内容，把握脉络”，

到“筛选概括，合并成段”，再到“锤炼语言，连

贯表达”，步骤清楚，环环相扣。三是内容式，如

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那一刻，我长大了》，设

置了“发现妈妈脸上的皱纹”“感觉爷爷买的球鞋

沉甸甸”“在开学典礼上发言得到鼓励”三个瞬间，

为“第一次”的内容选择做了很好的示范；六年级

下册第三单元的《让真情自然流露》，提供了“欣

喜若狂”“惧怕”等14个词语，按情绪特点分为两

类，看到这些文字，学生容易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或

画面，写什么的问题就能得到较好解决。

二、交际语境元素的教学运用

（一）注重情境创设，唤醒读者意识

一是直接使用。就是直接使用教材提供的写作

情境，让学生在构思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文章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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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谁看。心中有目的、有对象，写起习作来就更具

方向性和针对性。比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我

的植物朋友》，要求“写一写你的植物朋友，让更

多的人了解它”，“更多的人”是一个比较广泛的

说法，需要学生自我设定。在教学时，可以这样导

入：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彩的世界里。在这

个世界中，你认识哪些植物，喜欢哪些植物，如果

要把这些植物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会介绍给谁呢？

学生有的要介绍给喜欢制作植物标本的好伙伴，有

的要介绍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有的要介绍给没

见过这种植物的远方朋友，有的要介绍给幼儿园的

小朋友……这样，由于对象不同，写作的重点可能

就发生变化。介绍给未见过这种植物的，就会带着

自豪的语气全面介绍植物的形、色、香、味，让人

对这种植物有全面的了解；介绍给大人的，就会重

点介绍植物的独特之处，更易引发其阅读兴趣。

二是“无”中生“有”。有些习作题目并未要

求具体的读者对象，这就需要教师创设真实或虚拟

的生活情境，“无”中生“有”，让写作成为一种

生活的需要。比如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写作品

梗概》，就可以创设不同的情境：情境一：学校图

书馆准备新进一批书，就是不知道要购买哪些书，

请把你看过的，觉得值得看的书推荐给图书馆。要

让图书管理员采纳自己的建议，写出书的作品梗概

无疑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这是以图书管理员为

写作对象，以购书为目的的情境创设。情境二：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读了好书，理当分享。最近你

读过什么好书，你想推荐给谁看，为了让他（她）

“一见钟情”，就请你为这本书写个作品内容摘要

吧。这是以伙伴为写作对象，以推荐阅读为目的的

情境创设。情境三：写作品梗概，是本组单元的重

点学习内容。你们的学习成果到底如何呢？教师决

定来个写作品梗概的班级比赛，看谁能获得“作品

梗概王”的称号。这是以教师为对象，以比赛评奖

为目的的情境创设。

（二）活用习作“拐杖”，优化思维品质

1. 分解“拐杖”

比如，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我的乐园》，

设计了两个习作“拐杖”，分别用于帮助学生拓展

思路和材料选择。先出示第一个“拐杖”，教师引

导学生打开思路，确定自己的乐园；接着出示第

二个“拐杖”，提示学生确定具体的写作材料，两

个“拐杖”分两次使用。此外，第二个“拐杖”的

使用同样可以这样分解使用：第一次，整体观察这

个“拐杖”，知道它分别是从草地上有什么、在草

地上做什么、玩的心情三个方面写“村头小河边的

草地”，而且每个部分独立成段，有序展开。第二

次，展示“拐杖”中的第二栏“草地上有绿草、野

花、昆虫、鹅群……”，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这部分

主要写乐园里有什么（动物、植物），学生学着这

样为自己的乐园设计相应的表格；再展示第三栏

“放风筝、看天空变化的晚霞……”，知道这是写

人的活动，学生继续为自已的习作表格添加这部分

内容；最后展示第四栏“在大自然中自由玩耍，多

么快乐”，了解这是写自己的感受，学生继续补上

这个内容。这样分解习作“拐杖”，学生不仅明确

每部分的写作内容，还对整篇习作的叙述顺序心中

有数，从而为完成本次习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细化“拐杖”

有些习作练习虽然提供了习作“拐杖”，虽仍

显笼统、抽象，需要做细化处理，否则就难以起

到“支架”的作用。比如，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

《写作品梗概》，无论是“读懂内容，把握脉络”，

还是“筛选概括，合并成段”，抑或是“锤炼语

言，连贯表达”都用词简单，抽象概括。以“筛选

概括，合并成段”为例，虽然有“保留‘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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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枝叶’”和“用简明的叙述性语言概括每个

章节的内容”的说明，依然语焉不详，仅凭这寥寥

数语，学生是完成不好的。因此，就得借助具体示

例加以细化、具体化。比如，把“保留‘主干’”

细化为：（1）抽取出原作各部分的大意；（2）适当

保留作品中描写具体或是富含情感的关键段落原

句；把“去除‘枝叶’”细化为舍弃简短的、不影

响作品主题表达的次要段落；把“用简明的叙述性

语言概括每个章节的内容”细化为删去重复的文字，

做好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这样的细化，不仅化难

为易，更渗透了写作的程序性知识，对学生写好习作

更有切实性的助益。

3. 创生“拐杖”

从三年级学写作文开始，学生就不断从习作

栏目中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习作“拐杖”，尤其在

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二十年后的家乡》和六

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我的拿手好戏》的练习中，

学生还练习过如何列作文提纲，因此，对于那些

没有提供习作“拐杖”的习作，可以根据表达的

需要，师生共同创生习作“拐杖”。比如六年级

下册第一单元的《家乡的风俗》，可以从“风俗

介绍”“活动亲历”“介绍+亲历”三种思路来写，

分别写成介绍推荐类说明文、场景描写记叙文。

教学伊始，出示习作要求：（1）要介绍的风俗是

什么？（2）这种风俗的主要特点是什么？（3）可

以从哪几个方面介绍或描写活动现场？（4）重点

介绍哪一个方面或描写哪个活动场景？在学生独

立思考、汇报交流的基础上，教师引导他们把自

己的写作思路、重点内容等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呈

现出来，这样，就出现了提纲式、树状式、导图

式等多种习作“拐杖”（见图 1），这样就在内容、

思路、行文等方面给学生练写提供了依据。

开头：正月十五游海神最为隆重

游海神 中间：

游海神习俗的来历

海神的具体描写

游海神的热闹场面

结尾：兴趣盎然，表达感受

图1  提纲式习作提示

（三）提炼写作知识，助力目标达成

写作知识的陈旧、套路成了学生习作练习的一

大阻碍，打破这一阻碍的最好方法，就是依据每次

习作训练重点，提炼出适宜的写作知识，再也不能

凡写作文总是语言、动作、神态；起因、经过、结

果老一套了。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依文题而定。比如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的《我的植物朋友》，由于写前安排了植物记录卡

整理，写什么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如何

把植物的样子、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

完整、流畅地连起来写，是写作的关键。为了避免

学生只是简单地把记录卡上的文字串联起来，需要

“连缀+扩充”的描写方法。像书中的记录卡把桃

花粉红、鲜红、纯白三种颜色分别记录在“颜色”

和“其他”两个词条里，写的时候就得把它们整合

起来，扩展开写。此外，植物的不同方面也需要有

条理地连续叙述，或从样子到颜色再到气味，或先

茎后叶再到花最后是果，或从上到下、从远到近的

顺序，等等。扩充时，可运用比喻、拟人、对比、

衬托等修辞手法，把植物的形态特点写清楚。五年

级下册第一单元的《那一刻，我长大了》的重点要

落在自己受触动的“那一刻”情形的聚焦，延长

“那一刻”的过程，放大“那一刻”的内心感受，

因此“延长+放大”是其重要的写作秘密。六年级

下册第一单元的《家乡的风俗》要处理好风俗特点

与来历、体验之间的关系，需要教给学生“穿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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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的写作方法。

二是依文体而定。如想象文，三年级“看图

画，写一写”，关键是把静态画面变为动态、鲜活

的生活场景，简言之就是变“静”为“动”，化

“死”为“活”，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替代与

嫁接”，也就是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把生活中见

过的放风筝的情景嫁接、移植甚至替代到图画中，

把画面上的人物化身为生活中放风筝的孩子，能说

话，会做事，有行动。如此，虽然画面相同，但由

于学生生活经验的不同，就会呈现出迥然有异的习

作内容。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我的奇思妙想》

则恰好相反，必须摆脱已有生活经验的限制，是一

种由“此”及“彼”的联想式想象，适合采取“组

合和夸张”的写法。在教学时，可借助“会飞的木

屋”这一支架，教师引导学生发现“样子”其实是

由汽车、飞机等事物外形特点组合而成；而“遨游

太空”“自动除尘”等“功能”，则是天马行空式

的无限夸大。弄懂了写作支架中的这两种想象方

法，学生就容易写出“奇妙”的事物来。又如应用

文，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写读后感》和六年级

下册第二单元的《写作品梗概》不像其他应用性文

体那样特别强调格式，“读后感”的关键是从读到

写的升华，因此其重心应落在“感悟点”上，包括

感悟点的选定、感悟点的品味、感悟点的延伸，三

者连为一体，形成联结。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将一

两篇读后感作为范例，从中发现“引+感+联”的

共式，并提取出先“读”后“感”、“读”“感”交

融、“读”“感”交错等多种变式。六年级下册第二

单元的《写作品梗概》，连贯表达不成问题，倒是

中心内容的精准把握，精彩部分的简洁、生动地

叙述有难度，需要“要点提炼+重点描绘”的写作

本领。还有记叙文，无论是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的《那一刻，我长大了》，还是六年级下册第三单

元的《让真情自然流露》，事件叙述与情感表达的

水乳交融是重点。像《让真情自然流露》，是一次

以“感情表达”为目标的习作练习，需要包括“寓

情于景（或人、事）”和“情线串珠”等多种抒情

方法。在教学时，先利用“欣喜若狂”“惧怕”等

词语支架，教师让学生说说看到这些文字，脑海里

会立刻想到哪些事情、哪些画面。接着回顾单元课

文表达感情的方法，如《匆匆》的一连串问题句

式，《那个星期天》的融情于事的描写，《别了，语

文课》的不同事例中的情感变化，《阳光的两种用

法》的情感脉络贯穿全文，让学生根据自己所写的

事件和内容，自主选择合适的抒情方法进行片段练

写。教师再出示学生的习作片段，重点评价抒情手

法的运用情况及其效果，并进行修改。在评改基础

上，完成整篇文章的练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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