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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学评一体化的以读促写微写作教学实施路径
——以秋色文化微写作为例

何锦怡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Ǔ广东Ǔ佛山Ǔ528311

摘Ȟ要：本文以佛山秋色文化为载体，探索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与以读促写策略在中职语文微写作教学中融合的实

践路径。通过构建“目标—活动—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结合会展专业需求，设计文化浸润与职业赋能并行的

教学策略。实践表明，该模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化认同感及职业素养，为非遗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

融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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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强调教学、学习和评价的深

度融合。这一理念旨在通过过程性和整体性评价，将教

学目标与学习任务紧密结合，使学生在达到学习目标的

过程中获得全面发展。在语文教学中，写作向来是学生

学习的一大痛点，也是教师教学的难以逾越的难点。学

生害怕写，老师害怕教，从思维角度上讲，就是图式的

输入与输出是有差异的，阅读与写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思维方式。因此，将“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与“读写结

合”策略相协同，不仅有利于实现语言输入与输出的有

效衔接，也有助于学生在语言运用、思维建构、情感认

同等方面的均衡发展。*
微写作专题教学是统编版教材《语文（职业模

块）》的内容，其中包括描述事物类微写作。微写作专

题教学要求与专业相融合，通过微写作专题教学，提高

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涵养学生的审美与文化素

养，增强学生的职业综合素养。本文以国家级非遗项目

佛山秋色文化微写作为例，探索中职语文微写作教学中

教学评一体化与以读促写相融合的可行路径，进而构建

基于任务驱动和多元评价体系的微写作教学模型，以期

为新课标背景下的中职语文微写作教学提供一条行之有

效的路径。

1��构建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与以读促写策略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

教学评一体化强调教学目标、学习活动与评价标准

的协同设计，其本质是通过“目标导向—任务驱动—评

价反馈”的闭环系统，实现学生能力的螺旋式提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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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学家威金斯的逆向设计理论（UbD）为此提供了
方法论支持。

以读促写的内在机理以读促写策略通过“文本输

入—结构解构—创意输出”的路径，实现阅读与写作的

深度融合。

教学评一体化与以读促写的结合，能够实现“目标

精准化、过程结构化、评价增值化”。阅读材料的选择

与写作任务的设定均指向明确的素养目标，通过“读—

析—创—评”四步任务链，实现能力递进，多元评价贯

穿全程，促进写作能力与文化认知同步提升。

2� �教学评一体化理念与以读促写策略相结合的实践

初探

统编版中职语文《职业模块》明确提出，微写作专

题教学需与专业实践相结合。而会展服务与管理专业的

学生，未来将直接面对展览布置中的文案撰写任务，但

当前学情显示：学生虽掌握基础描写概念，但对于高阶

的描述手法应用不足，且大多数学生对佛山秋色的认知

停留在“听说过”的层面；文本分析能力薄弱，写作常

出现“语言平淡、逻辑松散”的问题；学生整体存在综

合能力较强、逻辑思维能力较弱、团队协作能力突出、

文化审美储备匮乏的特点。

因此，佛山秋色文化微写作实践以“佛山秋色非遗

展览筹备”为实践主线，采用“三段四环七步式”教学

流程，将教学过程划分为课前准备、课中实施、课后拓

展三阶段，设计“创设职业情境，任务驱动激趣”“典

型文段赏析，以读促写内化”“因题自主创作，写作认

知探究”“写作成果展现，多元评价落地”四个部分，

共涵盖七个核心教学环节。通过创设真实的职业情境和

任务驱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以经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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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赏析和教师示范为引导，帮助学生掌握秋色文化展品

介绍词和巡游场景解说词的写作技巧；通过小组讨论、

多元评价和综合实践，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批判

性思维和职业素养，涵养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化素养。

2.1  创设职业情境，任务驱动激趣
问题导向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

情境中，通过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复杂

的、实际的或真实性的问题，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

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发展自主学习的能

力。中职学生在实际学习的过程中经常遇见操作性的问

题，因此以问题为导向，收集学生遇到的实际困难，解

决他们在专业中的实际问题，从语文学科的角度给予解

决的方法，体现语文学科与专业跨学科融合的可行性。

活动一：情境导学——激发学习内驱力

课前1：职业情境问题收集
结合会展专业实践，发起“策展文案撰写难点”调

研，收集学生真实困惑（如“语言平淡缺乏感染力”“文

化内涵表达不足”），形成课堂核心问题清单。

课前2：秋色文化情境导学
教师通过平台发布秋色文化数字资源包（含非遗纪录

片、巡游影像、工艺图解），要求学生完成三项任务：

（1）绘制“秋色巡游路线图”，标注核心文化符号
（如灯彩、醒狮）；

（2）标记文本中感官描写关键词（如“琉璃灯
影”“鼓乐铿锵”）；

（3）提交预习疑问（如“如何区分静态展品与动态
场景的描写重点？”）。

设计意图：以解决学生在专业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为

主要方向，深化语文素养与专业融合的实际意义。展览

中的展品介绍词、语音讲解词都是学生薄弱的一环，以

专业问题为导向，运用语文学科知识解决切实问题是职业

教育的关键理念。给学生注入前置认知，为课堂新知做好

基础知识的准备，搭建锚点。学生通过提前预习，丰富自

身的认知储备，对知识学习有着较好的支撑作用。

2.2  典型文段赏析，以读促写内化
在中职语文微写作专题教学中，对典型文段进行赏

析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一环，学习优秀的写作手

法及思路，进而提升自己在写作方面的水平，中职学

生的阅读量相对偏低，生活经验匮乏，因而在进行写作

时常常不知怎么开始，依靠典型文段鉴赏，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拓宽视野，丰富写作素材。在准备典型文段的阶

段，教师应挑选跟学生专业背景相关的文本素材，经过

分析这些文案的写作手法与语言特点，学生能更全面地

知晓如何借助简短文字传达有效资讯。

在实施文本赏析期间，教师要主动引导学生留意文

本的写作手法与思路，引领学生分析文本开头、结尾以

及段落之间的衔接过渡，助力学生明白怎样借助合理的

结构布局让文章更连贯，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去关注文本

的语言特性，如修辞手法的运用、词汇的选择等，进而

帮助学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二：以读促写——解构经典文本范式

直径约三十公分的瓷盘中央，金丝勾勒的锦鲤昂首

摆尾，鱼鳞用珐琅彩逐层晕染，从脊背的钴蓝渐变至腹

部的银白。盘缘环绕十二朵木棉花，花瓣以“撕毛法”

绘制，细如发丝的笔触模拟出丝绒质感。转动画盘时，

光影在凹凸的釉面上流动，宛如一尾活鱼游过岭南春日

的花溪。——广彩瓷盘

缂丝团扇以极细的蚕丝为纬，金线为经，通经断纬

间织出芙蓉翠鸟图。扇面右下角的鸟喙仅米粒大小，却

用七种色线表现角质光泽；左上角花瓣采用“结”技

法，丝线交叠处自然形成立体纹理。轻摇扇柄，随着光

线角度变化，雀鸟的眼珠竟似在转动凝视观者。——苏

州缂丝团扇

对比分析《广彩瓷盘介绍词》与《秦淮灯会解说

稿》，通过色块标注法提炼静态描写（外观、工艺）与

动态描写（巡游流程、互动场景）的结构模型。

设计意图：向学生提供文体图式，帮助其从具象思

维转移至言语思维，促使学生了解展品介绍祠应该是

“什么样子”，使其清晰地认知展品介绍词该如何谋

篇。对文段中不同的描写进行色块标注，通过视觉对比

的信息处理，强化展品介绍词的程序性知识记忆。

活动三：静态建构——搭建写作思维支架

教师带领学生依据文段，选择讲台上其中一种民间

工艺品，进行结构的谋篇布局。学生初次接触展品介绍

词的学习，需要教师进行引导，从而在脑海中构筑文段

的结构。

在学案中提供以下的问题，教师进行提问引导，学

生在回答的过程中，了解展品介绍词的构思过程：

（1）工艺品整体是什么颜色？
（2）它的头、身、尾各是什么样的？
（3）触摸是怎样的质感？
（4）联想工艺品展现出的动态画面。
（5）这个工艺品有什么文化寓意和价值？
设计意图：搭建写作辅助支架，带领学生进行有效

的写作观察，引导学生从文体图式的输入，过渡到言语

图式的思维迁移。在上一活动，学生面对的是篇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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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完成篇章创作，他们先要知道这个篇章应该由

什么内容构成，内容的布局是怎样安排的。

2.3  因题自主创作，写作认知探究
在中职语文微写作专题教学过程中，针对题目自主

创作是学生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写作能力的核心环

节，依靠自主创作，学生可把阅读赏析时积累的写作知

识与技巧运用到实际写作里，进而改善他们的写作水

平，自主创作不仅可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能培养他

们的创新思维以及拓展思维能力。在自主创作实施进程

中，教师需鼓励学生大胆尝试，让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得

到充分施展，教师可激励学生在写作时尝试运用不同的

修辞手法，或者尝试采用别样的文章结构，通过大胆尝

试，学生可更充分地理解写作的多样性，进而提升他们

的写作水平。

活动四：写作初探——支架式语言输出

学生在完成支架后，对事物有了充分的了解，此时

可以撤离辅助，独立完成微写作的文段写作。为醒狮、

鱼灯、兔子灯，各拟一个话题，学生根据话题，完成写

作任务。写作过程中，对个别表达较为薄弱的学生进行

辅导。

设计意图：依据布鲁纳脚手架理论，通过“问答引

导→支架填空→自由创作”三级认知台阶，逐步培养学

生的思维与语言能力。

活动五：动态强化——描写策略迁移

对比傣族泼水节与秋色巡游的范例文段，引导学生

圈画动态动词（如“翻腾”“穿梭”）、标注感官描写

（如“水花清凉”“灯影灼热”），总结“动词串联+感
官沉浸”的写作规律。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静态事物描述的学习之后，已

经掌握篇章的分析方法。本环节引入动态场景的描述文

段，促发学生迁移运用上节课的篇章分析方法，既强化

了学生对篇章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引导其分辨两类文段

的异同，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步骤六：深度实践——职业情境化创作

发布真实任务：“为校园非遗展撰写巡游解说

词”，要求包含时间顺序、空间转换、观众互动三要

素。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协作完成，模拟会展策划团队工

作流程。

设计意图：学生在第一课时已经尝试过静态事物描

述，本节课在分析动态场景文段的内容结构后，及时实

践，达到促进学生思维迁移与强化的目的。

2.4  写作成果展现，多元评价落地
多维、适切的教学评价，能够更好地引导学习方

向、激励学习行为、巩固学习效果学生完成微写作活动

后，在课堂里采用评价量表，实施自评、生生互评等评

价活动，此类多元评价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收获感与成

就感，教师同样可以给予相应的点评，指导学生改进、

提升自己的微写作作品。

写作成果的展示与多元评价是微写作专题教学过程

中巩固学习效果、激励学生学习行为的重要环节，依靠

多元评价途径，学生能更透彻地明白自己写作的优点和

短板，进而在后续的写作过程里不断改进，多元评价不

仅可以增进学生的写作水平，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自我反

思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素养。

活动七：评价赋能——多元反馈闭环

实施四维评价，通过自主评价、组内互评、AI评
价、双师评价四种方式，对微写作作品进行评价，促进

成果优化提升。

（1）自评：对照“内容—语言—文化”三维量表修
订初稿；

（2）互评：学习平台匿名互评，聚焦动态描写连
贯性；

（3）AI评：DeepSeek工具检测语法错误并提出润色
建议；

（4）双师评：语文教师评估语言规范性，会展教师
审核职业适配度

设计意图：通过自我评价、组内评价的多元评价方

式，培养学生在微写作中的自我监控能力，引导其反思

对自己思维的觉察。

本文围绕中职语文与会展专业的深度融合，以教学

评一体化为导向，创新微写作教学模式，以“读写结

合”的方式构建思维框架，以情境教学、任务驱动的教

学法落实教学内容，注重多元评价，创设教学评一体化

课堂，促进学生思维高阶发展，彰显教学评一体化理念

的实践价值。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教学评一体化导向

下以读促写教学策略在更多专业、更多文体中的适用

性，并在智慧教育的背景下，挖掘更多协同主体，畅想

语文教学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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