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写作在语文课堂中的实践操作
从课文中提炼写作方法，需要把握该课文的

写作特点，再从多样的写作特点中与学生一起找
到最突出、最感兴趣的一点，作为本课作文教学要
突破的一个或几个训练点提炼出来，从课堂上进
行微写作训练。

笔者以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个
训练点来尝试微写作。

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雪
地捕鸟这一段，用了一些感染力极强的动词，如扫
开、露出、支起、撒、系、牵、看、拉、罩，这些动词细
致地描写了雪地捕鸟时各种不同的动作，准确生
动而有层次地描绘出了捕鸟的全过程，写出了儿
童捕鸟时的专注、兴奋、惊喜之情，表达了“我”对
这个地方的喜爱、留恋。

好的动作描写，能使人物形象丰满、活灵活
现、惟妙惟肖，增强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和真实
性。那么，如何写好动作描写？

首先，认真仔细观察是基础。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性格特征，所以每个人做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
体现出自己的性格。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地去观
察，然后把它积累下来，作为写作的素材。

同时，动作描写要服从表现中心的需要。动作
描写的分量虽轻，容量却大，在我们选择动作的时
候要从细微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小中见大，让细
小的描写反映人的思想状况、社会风貌。

再者，动作描写必须典型真实。所谓真实，是
指动作描写能够精确而又惟妙惟肖地反映现实生
活中的人事的特征。所谓典型，是指描写的动作，
具有广泛代表性，能够通过个别的、细小的事物，
反映一般与全貌，由现象揭示本质。

仿照《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雪地捕鸟一段
的动作，学生们写自己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动作
片段。

片段一：我屏住呼吸，两手弯成弧形，慢慢地
靠近蚊子，然后猛向前倾，两手迅速地一扣。哈哈，
看你往哪里跑！这下总抓住你了。我两手一拍，然
后慢慢松开手，哎，我手里什么也没有。“怎么回
事，我明明看见这只讨厌的蚊子被我捉住的。”我
环视着四周，啊，它竟然躲在我的书桌下。我盯着
它，轻轻地蹲下来，两手在离蚊子大约 10 厘米高
的位置，猛地一拍，“抓住了，抓住了！”我手里粘着
它的血迹。

片段二：跑道上，王鹏的脚步很均匀，双臂一
前一后有节奏地摆动着，双脚越迈越快，身子微微
向前倾斜着，像要倒下似的，奋力向前迅跑。跑到
终点线处，他头一抬，胸一挺，走向了我们。

寻找语文教材中的微写作训练点
深度挖掘教材，善用文本资源，找准读写训练

点，随文练笔，抓住学生的兴奋点，捕捉学生的真
切感受，拓展写的空间，让学生乐于动笔。下面笔
者就举七年级上册几篇课文的例子：

《春》这篇课文中有许多精彩句段和词语，如
描写春花的段落和文末三段让学生对这些美文佳
句进行微仿写。

《济南的冬天》中第一自然段将济南的冬天与
其他地方的冬天进行对比，从而突出济南冬天温
情的特点，可以让学生运用对比手法来描写景物，
凸显主体。

《雨的四季》中抓住四季的雨的特征，运用多种
修辞手法按季节有顺序进行景物微写作的方法。

《世说新语》用寥寥数字、平铺直叙的手法写
了两个聪慧和孩子，学生们也运用这个手法寻找
一个类似的“小神童”来当堂进行微写作。

上面只是选了部分课文来列举。除了写作技
巧的有序训练，还可以从课文文体的“微写作”，课
文插图的“微扩写”，主题深化的“微扩写”等序列
来写作。

其实，有关作文的教学指导可以渗透在每一
节语文课里。风吹水动微波起，处处文章处处文。

要想激起学生作文的头脑风暴，首先老师那
里要有风吹来。先让学生头脑里有了作文的涟漪，
时间久了，心灵和情感的敏感就会养成，思想和写
作的技巧也就有了积累，有了这些，一个题目，一
段文字才会激起学生作文的头脑风暴，这风暴一
旦刮起，学生笔下才会汩汩流淌，波澜迭起。在阅
读和写作教学的道路上，我们应该一直“上下求
索”，直到让学生爱上写作并且学会写作为止。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曹优静 审读：曾嘉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曹优静 审读：曾嘉

明州教育明州教育 现代金报现代金报 A13A13ducationducationEE

基础教育，应以“慢”为基调。
首先，学生是一个称为“人”的生命体，其成

长是有过程的，有自身规律的。从性质上讲，教
育类似于传统农业，而绝不像现代工业，绝不会
像把“原料”经过相应教育“工序”制成“产品”那
样简单快速。其次，高效率快节奏的教学手段包
括人工智能的引入，往往只改变学生成长发展
的外因，不会过度加快学生成长成才速度。当
然，“慢”不是指低效率，不是提倡少慢差费，而
是按规律办教育，讲究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基础教育中，不顾学生发展水平一味求快，
会带来诸多弊端。过分求快，一易急躁冒进，不
待“机会窗口”打开就盲目施教，最后无功而返；
二易慌不择路，进而走弯路入歧途，导致“起了
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三易使学生方寸全乱，心
态不稳；四易造成学生学习基础不牢，做出学习
效果上的“夹生饭”，后续改进难上加难；五易

“雨过地皮湿”，似乎见效，实则不甚有效；六易
热衷“短促突击”，犯下教育“大忌”，使学生心浮
气躁；七易使学生身心疲惫，“警报”频频；八易
使学生脱离不了“拐棍”，不能成为学习的主人；
九易使学生只知赶路，不知为什么出发，不会欣
赏“风景”，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十易加剧学生群

体分化，培养了少数“尖子”，但代价巨大。简言
之，基础教育工作者不可忘记“欲速则不达”“进
锐者退速”等至理名言。

王阳明曾说：“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
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
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
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
句紬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
礼浃洽，聪明日开矣。”他以授书之事为例，说明
教学进度不必过分求快，“授以一百字”虽放缓
了学习速度，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精神饱满，又
有“自得之美”，并能“聪明日开”。

当然，条件具备时，引导学生获得阶段性的
快速发展，仍然是基础教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
做“慢”功夫是量变的过程，一旦质变预示要发生
时，应引导学生乘势而上、突飞猛进上台阶。况
且，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获得阶段性的快发展
完全有可能的。因而，不妨以“慢”作为总基调，将
快当成“礼物”，当成对“慢”功夫的奖赏。

处理基础教育快与慢的关系时，前提是要统
筹德智体美劳五育而并举之。当然，在一定阶
段，应允许若干个“育”发展得快一些，以发挥其
牵引作用，带动其他各“育”的发展。准则是要遵

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实施教育教学时
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并将课程标准作为实
施教学的“谱”。原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宜慢
则慢，宜快则快，具体以审视学生发展到什么阶
段、能不能“跳一跳摘到桃子”进行判断。底线是
不强调“一二一，齐步走”，允许学生自主“冒
尖”。关键是要善于引导学生自主去把握好快与
慢的辩证法，让学生逐渐掌握操控学习方面“调
速开关”的能力。

无庸讳言，现在基础教育中局部地存在着盲
目求快的现象，有人曾归纳：基础教育出现了

“学前教育小学化，小学低段高段化，小学高段
初中化，初中阶段高中化，高中阶段大学预科
化”倾向。可见，“省减负40条”的出台是十分必
要的。其实，盲目求快非常要不得。过早灌输知
识，学生所花时间多，学得很辛苦；而学生达一
定年龄、有相应经验时，学习原计划要提前灌输
的那些知识，会较轻松，所花时间也短。

作为教育人，应掌握好基础教育快与慢的辩
证法，科学处理好基础教育快与慢的关系，让我
们的学生能从容地成长成才，而不应该让我们
的学生过分地去追赶时间，因为时间就在我们
学生这一边。

基础教育宜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
施立平 慈溪市教育局

去年年底，浙江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简称“省减
负40条”），该方案将不赶超教学进度列入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常规之中，其中特别要求小学一年级严格
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还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等。

笔者认为，这些规定要有效落地，我们的教育者还需回答好基础教育宜快还是宜慢的问题。与处
理基础教育快与慢关系相关的，还有处理急与缓、早与迟、难与易、严与宽等关系的问题。可见，基础教
育把握好快与慢的辩证法是十分重要的。

让“微写作”进入初中语文课堂
施淑群 慈溪市沧田实验学校

微写作，相对于大作文写作教学形式而言，是学生使用的一种用时较少，情感单一，内容集中，篇
幅较短的即时性写作形式。学生在三言两语中或阐发观点，或记录心情，或整理感兴趣的知识，涌动着
鲜活而又丰富的生命灵气。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
写作的熟练技能。”内容丰富写法多样的初中语文教材中，每篇都可以提炼出一些写作方法，如果我们
将作文教学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即微写作训练点），进行有序地读写一体教学尝试，让课文阅
读与微写作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力，逐步掌握写作技巧，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