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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段语文微写作任务情境化设计与实施路径研究

张Ǔ燕
德州天衢新区郭庵小学Ǔ山东Ǔ德州Ǔ253000

摘Ȟ要：针对小学高段微写作教学中情境与经验脱节等问题，本研究依托部编教材，构建情境化设计与实施路

径。通过多元情境开发、任务要素结构化设计及梯度任务序列构建，结合课前情境激活、课中沉浸生成、课后延伸评

价的实施策略，实现写作训练与生活经验、文化认知的深度联结，为提升学生微写作能力提供可操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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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小学高段微写作教学存在情境创设生硬、任务

与教材要素脱节等问题。研究以部编教材为载体，聚焦

真实生活、文化传承等情境，探索任务设计与实施的有

效路径，旨在通过情境化设计激活学生经验储备，强化

语言运用能力，落实单元语文要素，破解微写作教学中

“写什么”“怎么写”的核心难题。

1��小学高段微写作情境化任务的设计策略

1.1  情境类型的多元开发
小学高段微写作情境类型开发以部编教材为依托，

构建多维度情境体系。真实生活情境聚焦学生经验，如

学习《夏天里的成长》后，布置“记录校园植物一周变

化”任务，引导观察教学楼前梧桐树的枝叶舒展过程，

将写作与日常观察结合[1]。学科融合情境打破知识界限，

《爬山虎的脚》教学后，要求学生用说明文语言描述科学

课中凤仙花的生长轨迹，在跨学科实践中强化语言运用。

虚拟想象情境激活创造思维，《草船借箭》学习

后，设计“假如诸葛亮船队遭遇大雾突变”的续写任

务，让学生立足人物性格推演对话与情节。文化传承情

境挖掘教材中的传统元素，《北京的春节》教学后，组

织学生调查本地端午习俗，用生动语言记录家乡包粽

子、赛龙舟的场景，在情境中深化文化认知[2]。

1.2  任务要素的结构化设计
任务要素的结构化设计以教材文本为核心支点，通

过目标、内容、形式的有机整合形成写作框架。目标设

定紧密对接单元语文要素，如《落花生》单元要求“借

助具体事物抒发情感”，据此设计“仿照课文写法，选

取一种植物写一段话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任务，将文本

特质转化为可操作的写作指令，使训练目标明确化。内

容组织注重与教材情境的深度关联，《将相和》教学

后，设计“以廉颇口吻撰写致歉书”的任务，要求在书

信中重构负荆请罪场景并体现人物心理变化。这一任务

既依托历史故事的文本情境，又聚焦“语言表达得体

性”的训练重点，实现内容情境与能力目标的融合。

任务形式体现多元选择以适配不同学情，《少年闰

土》学习后，在常规片段描写基础上，增设“给闰土的

一封信”写作形式，要求学生以文中“我”的视角再现

雪地捕鸟、海边看瓜等场景。这种差异化设计既尊重教

材原有情境，又通过书信格式增强写作代入感，为学生

提供个性化表达空间。结构化设计通过要素间的精准衔

接，使微写作任务既承载教材训练要求，又形成清晰的

实践路径，有效提升情境化写作的针对性[3]。

1.3  梯度化任务序列的构建
梯度化任务序列构建基于学生认知规律，以教材文

本为脉络设计螺旋上升的写作任务链。例如《松鼠》单

元聚焦说明文写作，先布置“观察校园松树，用3-5句
话描述外形特征”的基础任务，要求准确捕捉树冠、松

针、果实等外部特征，落实“抓住事物特点”的基础目

标。在此基础上，进阶任务要求结合科学课所学松鼠生

活习性，仿照课文结构撰写150字左右的片段，融入“窝
的搭建过程”等行为描写，强化“条理清晰说明”的能

力训练。拓展任务则要求整合观察笔记与资料，为班级

“动物小百科”手册撰写条目，加入“松鼠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科普内容，实现说明能力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草船借箭》的任务序列设计体现从模仿到创造的

进阶。基础任务要求改写文中“诸葛亮与鲁肃对话”片

段，侧重人物语气与神态描写，落实“通过语言描写刻

画人物”的单元要素[4]。提升任务设计为“假如曹军射

箭时风向突变”的情节续写，要求立足人物性格推演应

对策略，在矛盾冲突中强化逻辑表达。拓展任务则引导

学生将故事改编为课本剧脚本，添加舞台提示与场景说

明，在文体转换中综合运用语言描写、动作刻画等多种

手法。梯度化设计使不同层次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获

得能力进阶，形成“感知—模仿—迁移—创造”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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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路径。

2��微写作情境化教学的实施路径

2.1  课前：情境创设与任务激活
课前准备阶段注重依托教材文本创设真实可感的写

作情境，通过任务驱动激活学生经验储备与情感认知。

教学《夏天里的成长》前，教师布置“校园植物观察

员”任务，让学生连续一周记录教学楼前梧桐树的细微

变化，用表格标注叶片舒展程度、枝条生长幅度及光影投

射形态。这种具象化的观察任务将教材中“万物生长”的

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体验，学生在积累写作素材

的同时，自然建立起对“成长”主题的感性认知[5]。

《北京的春节》教学前，结合“文化传承情境”设

计民俗调查活动，要求学生通过访谈长辈、实地拍摄等

方式，收集家乡端午习俗的图文资料，如艾草悬挂的特

殊寓意、龙舟赛的地域特色规则。课前展示学生拍摄的

包粽子视频，粽叶清香与方言讲解营造出沉浸式文化氛

围，使教材中描写的传统节日场景与学生的生活记忆产

生联结。任务激活环节通过明确“用具体细节展现家乡

习俗独特性”的写作要求，引导学生在素材收集中聚焦

语言表达的目标指向，为课堂写作搭建起情境与任务的

双重支架。

2.2  课中：情境沉浸与互动生成
课中写作阶段聚焦情境沉浸与互动生成，通过多维

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将前期积累的情境感知转化为语言表

达。以《夏天里的成长》教学为例，教师基于学生课

前记录的梧桐树观察表格，在课堂创设“植物生长发布

会”情境，组织小组围绕叶片形态变化、枝条生长节奏

等细节展开交流。学生在分享中对比教材中“抓住事物

动态变化”的描写手法，如“草长，树木长，山是一天

一天地变丰满”的拟人化表达，继而模仿该句式撰写梧

桐树枝叶舒展的片段，在情境复现中实现观察经验向语

言建构的转化。

《北京的春节》课中则依托课前收集的端午习俗素

材，开展“民俗小主播”互动活动。学生通过播放包粽

子视频、展示龙舟赛照片，还原家乡习俗场景，教师适

时引导学生聚焦教材中“腊七腊八，冻死寒鸦”等富有

地域特色的语言表达，对比分析家乡习俗中艾草悬挂

寓意、龙舟赛规则等细节的描写角度。在小组互评环

节，学生针对“如何通过动作描写体现包粽子的独特手

法”“怎样用环境描写烘托赛龙舟的热烈氛围”等问题

展开讨论，在情境对话中明确写作要点，完成“家乡端午

习俗特写”片段写作，实现文化情境认知与语言运用能力

的同步提升。课堂通过情境复现、手法迁移、互动评改等

环节，构建起“感知—分析—建构—优化”的写作生成

链条，使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落实微写作训练目标。

2.3  课后：情境延伸与多元评价
课后阶段注重情境的纵向延伸与评价体系的立体化

建构，通过真实场景应用巩固写作成果，借助多元评价

反哺写作能力提升。以《夏天里的成长》为例，教师在

课后组织“校园植物生长档案”汇编活动，要求学生将

课堂撰写的梧桐树枝叶舒展片段与课前观察表格整合，

补充一周内天气变化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记录，形成图文

结合的观察报告。这份报告既作为课堂情境的延伸，又

成为科学学科植物生长研究的辅助材料，促使学生在跨

情境应用中强化细节描写能力。评价环节采用“三维度

反馈法”：学生对照教材中“抓住事物动态特征”的表

达要求进行自评，标注文中体现“生长”过程的动词与

修辞；小组间交换报告，围绕“观察是否细致”“语言

是否生动”展开互评并提出修改建议；教师则结合单元

语文要素，针对“光影变化与植物生长关联”等专业表

达给予指导性意见，形成“自我反思—同伴互助—教师

引领”的评价闭环。

《北京的春节》课后依托“家乡民俗文化传播”情

境，鼓励学生将课堂完成的“家乡端午习俗特写”片段

拓展为完整短文，参与学校“民俗小使者”评选活动。

学生需为短文配插课前拍摄的包粽子、赛龙舟照片，制

作成电子小报或短视频，在校园公众号推送。此过程

中，学生不仅要优化语言表达，还要考虑图文搭配的协

调性与文化传播的适切性，实现从片段写作到完整文本

创作的能力跃升。评价机制融入社区资源，邀请地方民

俗研究者、家长代表与师生共同组成评审团，从“文化

内涵挖掘”“语言地域特色”“传播形式创新”等维度

综合打分，使写作评价突破课堂边界，在真实应用场景

中增强学生的文化表达自信。课后阶段通过情境的实践

转化与评价的多元联动，构建起“写作—应用—反思—

提升”的长效机制，推动微写作训练从知识技能习得向

素养发展进阶。

3��情境化微写作实施的关键问题与支持体系

3.1  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剖析
情境化微写作实施存在三方面关键问题。一是情境

创设与学生经验联结存在适切性差异。部分教师对小学

高段学生认知水平把握不足，如《夏天里的成长》观察

任务未考虑学生观察能力差异，导致部分学生观察记录

流于形式，出现情境感知与语言表达脱节。二是任务要

素结构化设计精准度待提升。部分任务未有效对接教材

语文要素，如《少年闰土》课后写作侧重书信格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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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通过具体事例刻画人物”的核心要求，导致任务目

标与文本特质偏离。三是多元评价体系实践效能不足。

课后评价标准针对性欠缺，如《北京的春节》民俗活动

评价维度宽泛，未紧扣“地域语言运用”等核心指标，

学生难获具体改进方向，影响能力提升。

3.2  系统性支持体系建构
系统性支持体系建构针对实施问题，需构建教师能

力、资源开发、评价机制的支持体系。通过校本教研开

展“教材文本与情境任务对接”培训，以《夏天里的

成长》为例，指导教师将“万物生长”拆解为校园植物

观察等具象任务，促进观察体验与语言表达衔接；结合

《北京的春节》，分析教材节日描写与地方民俗契合

点，掌握文化情境转化方法。

建立校本化资源库，按真实生活、文化传承情境分

类整合素材。真实生活情境收录《夏天里的成长》配套

观察记录表、动态描写支架；文化传承情境配套《北京

的春节》民俗调查指南，标注语文要素与实施建议，形

成结构化资源。

完善多元评价机制，制定分层量表：《夏天里的成

长》明确“抓住植物动态变化”等指标，《北京的春

节》设定“挖掘地域文化细节”等维度。建立“教材要

素—评价指标”对应表，引入成长档案袋、校园展示等

载体，推动评价与真实应用融合。

3.3  区域层面的协同推进策略
区域层面的协同推进策略区域层面推进情境化微写

作实施，需构建教研与资源的协同网络。组建跨校教材

情境开发共同体，以《夏天里的成长》教学为切入点，

组织区域教师围绕“校园植物观察”任务开展实践研

讨。各校结合地域植被特征，将本土梧桐、银杏等植物

纳入观察素材，形成兼具教材共性与地方特色的真实生

活情境任务，推动“万物生长”主题在不同校园环境中

的具象化呈现。

搭建区域民俗文化共享平台，聚焦《北京的春节》

蕴含的文化传承情境，引导学校挖掘本土习俗资源。例

如结合端午龙舟赛、中秋祭月等地方传统，开发“家乡

习俗特写”系列微写作任务，配套方言采集、民俗活动

记录等实践环节，促进教材文化主题与本土文化的深度

融合。区域教研部门同步编制实施指南，针对《夏天里

的成长》《北京的春节》等篇目标注情境转化要点，通

过课例库、评价工具包等载体促进经验流动，助力教师

突破个体局限，提升区域整体实施质量。

结论

研究表明，情境化微写作通过多元情境锚定教材文

本、结构化任务对接训练目标、梯度序列促进能力进

阶，形成“感知—建构—迁移”的写作培养链条。课前

课后的情境延伸与多元评价机制，有效提升学生观察、

表达与文化感知能力，为小学语文微写作教学提供了兼

顾教材特质与学生认知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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