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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速写】

语文教师不但要做专家，还要做杂家。对此，倪潜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和许多语文教师一样，倪潜梅喜爱读书。她读的书很杂。儿童文学充满着天真纯洁之气，可以

触摸儿童生命的灵性；古典文学是她的最爱，曾有过 3 天内背 30 多篇古文的“壮举”；也常沉醉于

小说散文，在别人的故事中体味着自己的人生；教育教学专著、期刊置于案头枕边，可以助力专业的

成长；捧起哲学、美学方面的书，仿佛穿越时空而悟见世界的真相……

除了喜爱读书，她喜爱一切美好、自然的事物。爱过画画，练过书法，背着画夹去写生，临过《张

迁碑》摹过《颜勤礼》；喜爱语文的感性，也喜爱数学的理性，师范学的是数学，工作后却教了语文；

小时候吹过口琴，上师范练过笛子，工作后拉过小提琴；不太会养花，周围的植物却认识很多……

杂，让倪潜梅成了孩子们眼中的半本“百科全书”。好奇的、天真的孩子们会有很多问题，从天

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从动物到植物……她总能解答一二，并引着他们向更深的地方去探寻。春

天，她带着孩子们读《昆虫记》，到公园里认植物、找昆虫，到郊外植树；冬天，她和孩子们读《森林

报》，一起养水仙，静候花开的日子；科技节，她和孩子们一起搭高塔、做叶脉书签；艺术节，她和孩

子们排小合唱，演课本剧。然后，和孩子们一起用文字记录下这些时光，让生活的美好成为永恒。

杂，让倪潜梅的课堂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精彩。她能用简笔画帮助孩子们理解词语，创设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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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情境，也能选择合适的音乐渲染气氛，激发情感。因为知道得多，所以她的心灵就拥有了许多

柔软的触角，在意很多的细节，对教材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她选择了“儿童阅读形象构建和发展的

思考与尝试”的课题进行研究，因为在她眼中，语文有形有色、有声有韵，语文教师要努力展现语言

的美，以自己丰富的心灵，唤起学生细腻美好的情感，培养儿童构建阅读形象的能力，真正去感受语

言进而爱上语言。她还进行了“交际语境下儿童写作生活构建的研究”，因为在她的眼中，语文中有

花鸟鱼虫，有天文地理，有悲欢离合，有真善美丑，藏着世间万象，语文教师要带着儿童去写作，用

心灵的低吟浅唱映照世界的点点波光。在与儿童的交往中，在教学的实践与研究中，倪潜梅活泼、沉

静而温和。

杂，让倪潜梅成了老师们心中的“能人”。其他学科的教师，研课时喜欢请她帮着“看一眼”，写

了文章愿意和她交流，教学中的难题愿意和她探讨，心中的烦恼也喜欢向她倾诉。她办过学校的报纸，

组织过读书的沙龙，改进过研课的机制，提出过学校文化建设的意见……凡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为了

教师的发展、为了学校的提升的事情，她都愿意尽心尽力去做。与老师们共同行进在教育研究的路上，

倪潜梅热情、从容而宽厚。

人生有尽，学习不止。杂是生命的缤纷，专是生命的执着。因专而杂，因杂而专，倪潜梅愿意怀

着对教育的热爱，去拥抱整个世界的美好……

“作文难写，习作难教”，是语文教师共同的

感受。张志公先生在谈到写作教学为什么这么难

时曾说：我想这也许跟对待作文这件事有些不对

头的看法有关系。任何难题，破解的关键在于找

到事情的本源。同理，解决“作文难”的问题，我

们不妨顺着难的现象去探寻难的根源。

一、源起：习作难的症结是什么

“兴趣是学习最大的动力。”现实中，儿童对

习作的兴趣如何 ? 前一阵子我们对儿童习作现状

作了一个调查，发放了 1300 多份学生问卷，涉及

城镇和乡村十多所小学。在写作兴趣一栏中，回

答“喜欢写作”的学生占 34%，“一般”和“不喜欢”

的占 66%。在作业的先后次序上，回答“最先写作

文的”占 19%，回答“无所谓”的占 22%，选择“最

后写作文”的占 59%。可见，心里“喜欢写作”的

学生本不算多，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即使“喜欢写

作”的学生，也不无畏难、退缩的情绪。不喜欢写、

不愿写就不可能经常写，作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言

语活动，不经常写就不会写，不会写，则越不愿写。

习作教学就在这个怪圈中不停地打转，儿童言语

生命的成长缓慢而艰难。

那么，儿童习作兴趣缺失的原因在哪儿？通

过观察、学习和思考，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他们没有

真正明白为什么要写作文。习作教学中，我们向

来只思考“如何解决作文”的问题，很少追问“作

文可以解决什么”的问题；向来只让学生“要好好

写作文”，很少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写好作文”。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而写”，所以不知道“写什

么”“怎么写”；因为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

所以“胡编乱造”“虚情假意”风行。作文，没有

将儿童当下和未来生活的需要结合起来，没有将

言语发展和儿童的精神成长同构共生，致使写作

成为身体之外的累赘，精神之上的附加，因而饱受

诟病。

儿童习作应该面向儿童的世界，成为儿童生

活的真实需要。荣维东先生在《交际语境写作》一

书中指出：真实的写作应该是基于生活、工作、学

习以及精神、心灵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真实语境

下的表达和交流，它总是针对特定的读者、环境，

为着实现特定意图的言语表达行为，是有机的结

构体和意义表现场。[1] 所以，重视“交际语境”的

作用——在真实的场景中，教会学生自由地表达

与交流，发展学生的书面交流能力，才是解决习作

教学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交际语境”的基本概念

1. 什么是“交际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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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原指文章或言谈中一句话的上句或下

句，一段话的上段或下段，后指与语言相关的一切

社会环境。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仅

是思想的信号，更是行为的方式，语言与语境紧密

联结在一起，在交际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交际语境”意味着一切的语言都是从交际中产

生的，一切的语境对交际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此

来观照写作，写作可以看作是为了达成特定交际

目的，针对某个话题、面向明确或潜在读者进行的

意义建构和书面交流。[2]

2.“交际语境”写作的构成要素

写作源于生活，交流是主要目标，所以，完成

一次有意义的写作活动，要在语境中展开，要明了

我是谁，要说给谁听，在什么情境下说，用什么样

的方式去说。不是所有的情境都可以称为语境的，

语境应该由话题、角色、对象、目的、方式等要素

构成。[3]

（1）话题。话题一般指“谈论什么”或“写什

么”，它规定了写作的方向和范围。围绕话题，大

家可以表达不同看法。习作教学中，话题是一个

抓手，是指导学生展开交流和讨论的引发点。[4]

（2）角色。很多专家把这一要素称之为“作

者”。无论什么样的文字，都要解决“谁来说”的

问题，作者是话语的表达者、言说的主体，写作就

是作者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过程。但在写作的

过程中，作者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言说是经常变换

的，要有充分的角色意识，因此，我们以“角色”

来强调言说者的不同身份。

（3）对象。也就是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有

的专家将其表述为“读者”。为了强调每一次的写

作都有施予方和受予方，所以我们把这一要素定

义为“对象”。

（4）目的。就是通过言说要实现怎样的愿望。

话题只是限制了说的内容和范围，目的确定写作

的意图。明确的目的，才能让人产生写作的动机，

生成写作的内容。如果话题处于整个语境的基础

位置，那么目的应当位于高处，它引领整个写作活

动的展开。

（5）方式。李吉林老师曾经强调：“因为这样

的内容，所以必须采用这样的方式。”内容和形式

是一体的。基于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文体；

面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交际语境”

理念下的写作活动，语言的表现形式体现着鲜明

的功能性。

我们以具体的例子来对“交际语境”写作进行

说明。苏教版教材五年级《习作 5》中有这样一个

教学内容：植物王国里有无穷的奥妙。请选择一

两种植物，仔细观察，认真研究，然后把你的发现、

你的研究成果写下来。不知道的可以向别人请教，

还可以查资料。可以为自己的作文配上插图，有

条件的还可以附照片。

按照本次习作的要求，我们组织学生进行了

综合探究活动，通过观察、询问、查资料等方式，

全面了解一种植物。可是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问

题：不少学生掌握了很多材料，特别是通过网络

收集的资料多而杂。习作中，他们往往把资料堆

积起来，没有主题没有重点，甚至把网络下载的内

容原封不动地搬上作文本，不知道如何转化、加工

和组织语言，偏离了习作学习的目标。要改变这

种状况，我们可以在“交际语境”理念的引领下，

通过对象、角色等的设置与还原，让学生发现语言

运用的价值，明白写什么、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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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要素 具体内容

话题

（习作的基本范围）
介绍一种植物

角色

（我是谁）
哥哥、姐姐 农民 校园主人

对象

（说给谁听）
弟弟、妹妹 购买者 师生家长、来学校的客人

目的 弟弟妹妹喜欢，下次见到能认识 推销自己的产品 为校园植物挂标签

完成这一任务

最适合的方式

（怎么说）

主要内容：样子

言语特点：生动形象

习作方法：观察和描写

其他：可以附上插图和照片

主要内容：用途

言语特点：清楚明了

习作方法：采访、查找资料、

转化语言

其他：可以附菜谱等

主要内容：基本情况

言语特点：简洁

习作方法：查找资料、语言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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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际语境”运用的价值分析

“交际语境”写作强调还原角色、对象、目的

等语境要素，营建沟通和交流的场景，让学生处于

自然的交流状态之中。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儿童

的言语表达真实地发生，解决习作教学中的诸多

问题。

1. 激活写作动机

儿童写作的主要瓶颈在于写作兴趣的缺失，

在 交 际 的 语 境 中，他 们 能 进 一 步 明 确“为 什 么

写”“写给谁看”，引发写作的欲望。斯皮维曾这

样说过：“读者对作者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能成

为作者发明创造的有力工具。正如许多老师所意

识到的，一旦作者能预想出读者已知的、想要知道

的和将对他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东西，反过

来会有助于创作。”[5] 交际语境，让儿童作为主人

去使用语言，并期望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自然会

对习作充满着期待。

2. 培养写作意识

当儿童不知道写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

他们是缺少生活。其实，在很多时候 , 他们并不缺

少生活，缺少的是写作的意识，不能从平凡的生活

中发现写作的内容。“为了习作”的教学理念往往

把生活和作文割裂开来，认为生活仅仅是作文的

素材库，儿童要到生活中去寻找作文的内容。而“交

际语境”理念则认为，应该“通过作文”，让儿童

更好地生活和学习。生活和作文是一体的，就如“人

是语言的存在”一样，我们可以在一切的生活中运

用语言，用语言去思考和表达一切的生活。在这

样一种理念下，我们会发现许多写作内容、许多运

用文字的契机，也会拥有更多的写作意愿和热情。

3. 内化写作知识

有了敏锐的写作意识，基本解决了“写什么”

的问题，但如果不能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写作

的兴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在习作教学中，要

重视“习作知识”的学习，“素养不是知识，知识

的积累不一定带来素养的发展。但素养离不开知

识，没有知识，素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6]

学生个体已有的言语知识和经验不仅是确定写作

学习内容的点，而且会对写作学习内容的学习过

程产生影响。[7] 在学习和实践中，我们发现通过“交

际语境”，知识学习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真实的语境激发儿童的交流愿

望，现有言语经验与交流需要之间的差距成为他

们产生“知识学习”的动力源泉，帮助他们较为顺

利地完成交际任务，获得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而这

种成功又给予其言语表达和运用的自信，形成持

久的写作动力。这种动力基于写作本身，比之于

偶尔的“活动激发”更为深刻。

4. 养成写作习惯

只有兴趣自然不行，写作过程中需要写作者

付出艰辛的劳动，别人无法替代。王国维先生曾

经说过做学问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用在写作上同样如此。写作者要

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要经历百转千回的心路，

在不断的言语实践过程中熟练地运用文字，并形

成文字运用的习惯。

从“愿意写”到“会写”，到“习惯写”，需要“意

志”的支撑，这种意志的形成，对于儿童的成长有

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儿童无论是身体还是

心理状况，面对作文这项劳动，其耐心、恒心、毅

力的欠缺都是正常的。教师在习作教学的过程中，

除了关注儿童写作的题材、能力的获得，还需要鼓

励和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让写作成为

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不断的坚持中体会到写

作生活的幸福美好。教师应该基于“交际语境”的

理念，搭建丰富的言语交际平台，鼓励儿童在共同

的言语关注和频繁的言语交往中持续写作，养成

良好的写作习惯。

四、“交际语境”理念下习作课堂的建构

1. 灵活选择，确定习作内容

选择什么样的内容组织儿童学习写作、进行言

语实践活动，这是习作教学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

“为了作文”的文章“制作”过程中，不少教师固

有的“写人、叙事、写景、说理、实用”等类型观，

让习作内容的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在“交际语

境”理念的引领下，习作的天地更为广阔，习作学

习的内容选择也更为自由。因为儿童学习和生活

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

从“呱呱坠地”开始，儿童就开始了“牙牙学语”，

他们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后来，认了

字，读了书，除了语文，儿童还要学习数学、科学、

音乐、美术……无论哪一门学科的学习都要借助语

言文字来进行。家庭里，他们要在语言的交际中和

父母相处；学校里，要在语言的交际中与同伴玩耍，

与老师交流。比起“写成一篇好文章”来，儿童在

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特定的语言能力，更好地学习与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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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则显得尤为重要。在“交际语境”的理念下，

不但话题可以更为广阔，目的可以更为多元，形式

也可以更为丰富，故事、诗歌、剧本、速写、笔记、

资料活页、标签、摘要、小册子、广告、评论、解说词、

通讯报道等等，都可以作为教学的内容。

教师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心理、能力等特点，

选择适合的习作内容。如“我的节日我作主”这一

话题，儿童可以建议者的角色向老师、家长、同学

等倡议设立某个校园节日或城市节日；也可以组

织策划者的角色告知参与者节日怎么过；还可以

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有奇遇的人，介绍自己奇妙的

经历。与之对应，便可以写成建议书、活动方案和

想象作文。当然，这三方面的内容，不可随意甚至

盲目安排，如果是四年级的学生，想象作文可能比

较合适，而对于五年级的学生而言，写建议书和活

动方案也许更为合适。

2. 遵循规律，运用“交际语境”

小学生的“语境”运用，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第一要真。“语境”的目的是让儿童进入真实

的语言交流情境，从而让写作真实地发生，所以真

实是“语境”的生命。这种真实，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语境”可以发现和利用现实生活中“现成

的写作课程序资源”，使写作回归其运用的实际情

境之中，完成真实复杂的写作任务。同时，“真实”

不仅是真人、真事、真内容，还包括一种拟真状

态，也就是语境的真实或叫做交际语境要素上的

具体。[8] 也就是说，课堂上的写作教学要尽可能

与现实生活、学习中的写作样式和形态接轨。但

在课堂有限的空间中，我们并不能把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一切引入课堂，需要进行选择。同时，现实

生活中的情境可能并不纯粹和典型，有很多并不

属于写作的因素，需要在教学中加以优化。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创设”一种逼真的写作

环境和氛围，让课堂进一步逼近真实的生活世界，

这是课堂学习向真实生活世界转化的主要途径。

第二要趣。朱自强教授说：“如果我们要对童

年负责的话，就要建立以童年为本位的童年生态

学，倡导整体论的生态人生观。”[9] 习作教学中，

语境的创设也应该适合儿童，尊重童年。在儿童

的世界里，一切东西都是活的，是有思想、会说话

的，他们的心灵单纯而美好，喜爱童话，关心动物，

向往自然。因此，在创设语境的时候，我们应该以

一颗童心去观照童年，选取儿童理解的、喜爱的，

充满童真童趣的语境，让儿童的言语生命在“真、

善、美”的语境中不断生长。

第三要广。“交际语境写作”也容易引起一些

误解，以为仅仅限于日常意义上人与人的交往写

作，其实所有的写作都离不开语境的参与。在习

作教学中，我们要善于找到文章是与哪种对象进

行的一种什么样的倾诉或交流，从而让写作走向

“真实”。如写景，可以为景点写介绍、做导游、

与友人交流；写一件事，是给伙伴看还是给父母

或其他的人看。即便是很私密的日记，也有“自己”

这一读者对象。所以，像通知、启事、新闻报道这

样的实用文教学需要创设语境，其他类型的习作

教学也要善于运用语境。这样，学生的习作将会

更自然流畅，便由此产生更多的乐趣。

3. 善于发现，引导知识学习

当下，习作教学中对于“精准知识”的教学关

注度越来越高。王荣生老师认为：从语文课程的

观点来看，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首先是个知识的

问题，合意的能力要有合意的知识来构建。我们

在教学中发现，通过“交际语境”，知识学习可以

达到更好的效果。

习作的知识从哪儿来？首先是从习作目的中

来。内容和形式永远是一体的，每次的习作到底

要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师生可以观察生活，

通过讨论发现完成言语交际任务所需的知识密码。

其次，师生可以共同寻找、选择典型的例文，在阅

读中去发现并提炼出此次写作、此类文章所需要

的知识，搭建习作的有效支架。“每一个文本都有

其核心价值，我们可以通过教学将其变成学生的

文化积淀。”[10] 在习作教学中，我们要选好典型的

阅读材料，发挥这些文本的核心价值，指导学生获

得更多的写作知识。

如《老虎写启事》的习作教学。课前，我让学

生收集并阅读各种各样的启事。课堂上，我优选

了森林中的《寻物启事》《停水启事》《征文启事》，

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朗读。然后组织学生讨论三

个问题：“你还知道哪些启事？”“启事可以分哪

几个部分？”“写启事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通过学习与交流，学生知晓了启事的基本格式，知

道了“要交待清楚哪些”“怎样写”的重要性，提

炼并总结出“要点明确、格式规范、语言简洁、礼

貌用语”等知识，同时针对具体的启事内容探讨不

同的写作要点。事实证明，只要把握要点，付诸实

践，不断练习，反思总结，便能逐步将知识转化为

能力，越用越熟，越用越好。

4. 因势利导，组织交流评价

在“交际语境”写作中，我们不必刻意地另外



9

︼｜

总
第345-

346

期 
2017

·7B
/8B

人
　

　

物

搭建习作交流和评价的平台，因为习作的出发点

是为了完成某种言语交际的任务，能否很好地完

成习作任务就成为评价的重要标准。我们只需顺

势而为，引领学生在语境中产生写作动机，在语境

中写作，在语境中完成交流和评价的任务。

仍以《介绍一种植物》为例。我们可以让学生

将自己的习作介绍给弟弟妹妹，也可以让作者扮

演农民向大家介绍植物的用途，还可以给植物做

标签，把学生的作品用于校园与班级的环境布置

中。在交流中，学生进一步体会到：向弟弟妹妹

介绍植物，描写要细致些，语言要生动些，多一些

形象的比喻、拟人等等；向别人推销东西，语言要

客气，讲究诚信，不能夸大其词；给植物做标签，

因为篇幅有限，一定要拣最重要的内容写。交往

中，他们共同感受着习作的优点与不足，参与习作

的评价与修改，进一步提升了习作的能力。

再以《老虎写启事》为例。儿童在真实的交际

语境中会感受到：要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在写启

事时一定得注意言语的文明礼貌；要让读者一目

了然，启事的语言得更加简洁，内容多时可以列出

小标题；如果希望大家顺利地完成任务，一定要

把关键信息、行动要点交待清楚。在“语境”中完

成习作的交流和评价，能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到语

言是为交流服务的，心中时时有读者。可以想象，

如果能把这样的思想渗透于每一次的习作教学之

中，让儿童从中明确“真实交际”的目的，他们的

眼睛、心灵、思维、情感将从狭窄的空间朝向更广

阔的生活、更深邃的世界，其习作必然会呈现出不

同的风度和气象。

于漪老师说：语言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

活动，语言和思想、情感同时发生，它本身就是意

识、思维、情感 、人格的组成部分。因此，语文学

习不仅是外在的“形式学习”，更重要的还有其内

在的“心灵成长”，包括思维、情感、性格、能力等

的成长。[11] 可以说，“交际语境”写作，便是这种

成长的合适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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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Instruction in the Idea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

NI Qian-mei
(Haimen No. 1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Nantong 226100,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for children’s difficulty in writing is that writing is not truly necessary for their 

learning and lives. The idea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 holds that writing has its specifi cally communicative 

objectives and that it is also a kind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with certain topics 

and readers. Reducing the contextual factors of topic, role, object, aim and style can make children learn 

about why to write and how to write so that they can be in the state of authentic writing and solve some 

related problems. As far as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concerned, the writ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municative context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fl exible selection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writing, abiding by the laws to apply communicative context, excelling in discovery 

to direc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to organize communication and 

evaluation.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context; child; contextual factor; authentic 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