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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建构与实施

王　 越　 　 徐　 鹏

　 　 【摘　 要】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是指以完成单元写作任务为目标,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步骤落实一系列的写

作任务,使学生逐步掌握写作方法的教学实施过程,具有层次性、进阶性、连贯性的特征。 文章以统编语文教

材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抓住细节”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如何在明确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特征的基础上,循序

渐进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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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写作教学一直占据着十分

重要的地位。 然而综观一线教学,“阅读本位”的惯

性思维一直存在,写作教学往往被弱化,并且始终没

有形成系统的写作教学序列。 正如潘新和教授所

说:“在‘阅读本位’范式下,自然迁就的是阅读的序,
这就势必造成写作教学的无序,损害写作学习的

效率。” [1]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义教新课标”)将“写作”和“口语交际”整合为

“表达与交流”。 四个学段的写作关注点按照“句—
段—篇—体”的序列不断提升,在写作能力上呈现出

“想写—写清楚—写具体—写创意”的进阶要求。 因

此,如何依据义教新课标理念,在统编语文教材编排

基础上有效实施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成为亟待解

决的课题。
朱作仁先生指出:“作文训练应是通过有计划、有

目的、有指导的写作实践,使学生形成语言表达能力

的活动过程。 研究并建立作文训练的序列,是提高作

文教学效率的需要,是当今语文教学科学化的重大课

题。” [2]那么,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如何建构并实施

呢? 我们首先从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内涵谈起。
一、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内涵

科学的序列应该是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到

深、循序渐进的,同时序列的设计要前后连贯、螺旋

上升,目标由低到高渐进,形成完备的学习进阶体

系。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涅提出了学习的序列原

则,他认为学习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渐进过程。 因此,
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该遵循两个原则:首先是学生

认知能力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序列,其次是科学知识

逻辑结构的序列。[3]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实施,需要遵循学生认知

特点和思维发展水平,在结合统编语文教材单元阅

读学习的基础上,将一系列写作任务按照一定顺序

和步骤,建构一个阶段性任务明确并且科学有序的

写作训练体系。 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过程作为

写作训练的三大要素,为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提供

重要理论支持。 在初中阶段,写作主体的认知发展

处于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转变的关键期,虽然写

作能力、写作兴趣各不相同,但观察能力、想象能力、
思维能力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就要求在单元写作任

务序列化实施中要依据写作主体的特征进行合理有

序的安排。 初中阶段的写作客体以学校生活、家庭

生活为主,学生的认识慢慢地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逐
步对周围事物有了深刻的感知和理解,这就要求单

元写作任务序列化实施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
在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实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语

言、结构、技巧等方面的思维认知活动,因此,整个教

学过程都要根据学情,为学生量身设计由易到难的

写作训练任务,提供写作过程的序列化指导,培养学

生的写作内驱力。
二、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特征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是为了解决传统写作教学

·05·



　 　 　 　 　 　 　 　 　 　 2024. 4　 　 初中语文教与学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存在的问题,以优化写作教学为目的而设计进阶性

任务的教学策略。 我们通过研读义教新课标和统编

语文教材,确定写作能力培养点,通过结构化教学、
序列化任务促进学生在写作知识、写作能力、写作过

程方面逐步提升,引导学生迁移运用写作知识,整体

具有层次性、进阶性、连贯性等特征。
1.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层次性

初中语文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是在教材单元

文本阅读的基础上,以学生为本建构的一种循序渐

进的写作训练层级。 这种写作训练层级的设计,不
仅要关注写作知识和写作能力的结构化呈现,还要

关注学生认知的层次梯度,引导学生在写作层级训

练中逐步提升,把自己的阅读理解转化成写作策略

与方法,从而提高写作能力。
2.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进阶性

思维进阶是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重要特征。
统编语文教材根据学情变化,建构写作序列,注重培

养学生观察、思考、表达、创造的能力,这些能力共同

指向学生写作思维品质。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

实施贯穿一条体现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读写能力

发展的纵线。 学生的阅读理解和迁移写作是随着

年龄增长、知识积累、思维提升而不断生长的,因此

序列化的单元写作任务应该体现由浅入深、由易到

难的学习进阶。 这种进阶性超越了传统的孤立、静
止、零散的写作要求,走向了义教新课标倡导的系

统化和整合性,为建构系列化的写作学习任务提供

了依凭。
3.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连贯性

单元写作任务之间具有潜在的逻辑顺序,只有

充分认识到单元写作任务的内在逻辑关联,形成的

序列才有价值。 根据“过程写作教学法”理论,写作

可理解为“一个循环式的心理认知过程、思维创作过

程和社会交互过程”。[4] 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行
文、修改,学生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将情境任务与相

关知识统整起来,内化写作知识,逐层完成写作任

务,逐步实现写作能力的提升。
此外,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表征是其结构化

特征。 这种策略将大任务分解成一系列优质、具体

的分支任务,增强其操作性。 每个任务都有明确的

目标和要求,结构化特征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晰地理

解和完成任务,更有条理地进行写作。
三、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建构与实施

单元写作任务序列化的建构与实施,就是围绕

单元编排特点设计结构化写作任务,基于义教新课

标倡导的写作目标,将各项写作任务包含的实践活

动整合为一体,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具体可按照以下路线来进行:设定写作目标—分解

写作任务—架设写作支架—设计评价量表。 我们以

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抓住细节”写作

教学为例来具体阐释。
1. 研读教材编排体系,设定写作目标

单元写作任务是建立在单元阅读基础上的写作

要求。 我们应该仔细阅读单元选文,把握其写作手

法,梳理其中蕴含的写作元素,为学生完成单元写作

任务奠定基础。 单元写作的基础训练点与单元的主

题密切相关,统编语文教材的每个单元基本都由阅

读、写作、综合性学习等板块构成,它们都与“语言文

字积累与梳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开展单

元写作教学要从单元主题出发,合理设置结构化的

写作任务,选择与之匹配的学习资源,借助单元选文

以及相关文本拓展学生写作思路,组织螺旋式上升

的写作学习。
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属于“文学阅读与创意表

达”任务群,以“凡人小事”为人文主题编选了四篇课

文。 虽然文中的人物平凡且有弱点,但是他们身上

闪现着优秀品格的光辉。 四篇选文都指向人物塑

造,并且强调用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
本单元写作主题为“抓住细节”,所谓细节描写

就是对人物、景物、事件等表现对象的细微而具体的

刻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描写都叫细节描写,只有

那些于微小之处表现事物的特征或作者的情感态

度,能够给予读者深刻印象的描写,才可称之为细节

描写。[5]

虽然单元写作导语也呈现了关于细节的定义和

注意要点,比如真实、典型、生动,但是这些概念都比

较抽象,对单元写作目标、内容、任务的界定都不够

明确。 一旦进入真实的写作情境,学生就会出现学

习困境。 比如,捕捉的细节可能与题目中的写作要

素不契合,也不知道如何生动、形象、细腻地刻画人

物形象。 基于学情考虑,笔者在研读教材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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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本单元写作任务的目标为:学会根据特定情境

中的写作要求,围绕写作要素选择人物细节,并以特

写镜头的方式刻画人物细节。
2. 整合文本写作素材,分解写作任务

要完成单元写作任务,教师应遵循学生的认知

规律,在认真研读写作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摸

索写作规律,融合教学过程、方法与学生经验,给予

学生成长的空间。 根据杜威经验主义理论,教师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研习单元教材文本,借鉴他人的写

作方式,重构已有的学习经验,形成新的写作策略。
在这一阶段,教师可以设计相关任务,帮助学生对本

单元的学习活动作出系列化的设计,归纳方法为己

所用。 因此,本节课的核心任务为:有序梳理前四个

课段学习的细节描写,在回顾四篇文章之后总结阅

读经验,尝试将其转化为写作方法。 学生以前四个

课段中个人和小组圈点勾画的精彩细节描写为材

料,进一步思考细节描写的特点和表现方法,小组合

作讨论整理如下。
细节描写的特点:
(1)真实。 真实的细节是对生活细致观察的结

果。 《老王》中对老王来送鸡蛋和香油时的细节描写

“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从棺材里倒出来

的”,可能令人觉得害怕,但是写出了作者当时那种

真实的感觉。
(2)典型。 细节贵在精而不在多,要抓住最能反

映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来写。 《台阶》中过年时结束

一年劳作的父亲洗脚、踩黄泥等,典型地表现了父亲

的勤劳能干。
(3)生动。 细节描写用语要生动、简洁,让读者

如见其人,如睹其物,身临其境。 《卖油翁》中卖油翁

观看陈尧咨射箭的动作和表情,只用了“睨之” “但

微颔之”两个词句,就惟妙惟肖表现出人物的态度和

心理。
细节描写的表现方法:
(1)外貌描写。 《老王》中对老王的外貌描写,

“老王只有一只眼,瞎的”。 以及老王来送香油和鸡

蛋时的外貌描写,表现了老王病重临终的状态。
(2)语言描写。 《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叮嘱

作者吃福橘、讲究元旦的古怪仪式、买回来《山海经》
后高兴的呼喊……这些语言描写都形象地刻画了阿

长善良、开朗的性格。
(3)动作描写。 《台阶》中父亲“两手没处放似

的”“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法挺得高”等动作描

写细腻地刻画了台阶动工当天父亲的神情状态。
(4)神态描写。 《台阶》中“父亲明明该高兴,却

露出些尴尬的笑”“他那颗很倔强的头颅埋在膝盖里

半晌没动”,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台阶造好的那一刻父

亲却显得尴尬,失去活力,感慨衰老。
(5)心理描写。 《阿长与〈山海经〉》中“我”对长

妈妈的感情变化。
(6)环境描写。 《台阶》中父亲坐在老屋台阶上

在桃树荫下休息时,“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

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总是摇来摇去……”通过环境

描写刻画出父亲羡慕又自卑的内心世界。
通过以上指引,可以将之设计为一组具有序列

化特征的体验活动。 教师通过小组活动总结学生细

节描写的成功经验,引导学生相互分享、交流学习。
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观察、善
于发现,通过看、听、想、感的观察四法,启发学生对

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重构和创造。 在此基础上,教
师继续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梳理,明确描写人物要运

用多种表现方法,凸显人物个性,及时把单元阅读经

验转化为写作能力。
3. 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训练过程写作

七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写作能力各不相同,教
师要在教学中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利用统编

语文教材编排的写作内容,提炼写作知识和技巧,并
选取可作为支架的范文。

叶黎明指出,判断教师给学生提供的支持是不

是“写作支架”,看它是否以写作知识与技巧为内核;
知识是否以显性、精要、好懂、管用的形式呈现;是否

高于学生的现有水平,针对学生无法独立完成的写

作任务,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6] 在本单元中,写作

支架的运用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如何抓住细节写人记

事,帮助他们将学到的技巧迁移到后续的写作实

践中。
写作支架是在学生的现有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

之间搭建的“脚手架”,帮助学生完成自己无法独立

完成的写作任务。[7]结合一线教学经验,我们了解到

关于抓住细节这一写作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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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详略安排、细节表现和情感抒发等方面,其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素材选取不够典型、详略安排不够

得当、细节表现不够突出、情感抒发不够深刻,因此

需要有效的写作支架来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 作

文心理学研究表明,源文章结构可通过类比映射方

式影响学生对目标文章结构的构思,源文章结构越

清晰,对目标文章结构的映射效应就越显著。[8] 本单

元四篇选文都是细节描写的典范,因此教师可以借

助教材单元阅读文本,带领学生以读写结合的方式

运用范文支架,学习范文的写作知识与技巧,通过文

本阅读梳理归纳描写人物细节的方法,在问题引导

下速读四篇选文,思考如何将描写人物细节迁移运

用到写作中,并完成学习任务单 1(见表 1)。
表 1 学习任务单 1:精读课文,归纳方法

文本阅读经验总结 写作能力迁移

素材如何选择 课文如何选择素材

详略怎么安排
选文的素材怎么安

排详略

细节怎么刻画
选文通过哪些方法

刻画细节

情感怎么抒发

选文哪些地方进行

抒情,对人物的精

神品质进行点睛式

的概括

在选取素材方面我的启

发是:如果我写作文,要

如何选材;如何按照详

略得当的方法来安排素

材;我将通过( 　 )方法

来刻画人物细节,进而

凸显人物性格;我会用

(　 )方法进行抒情

　 　 经过以上环节,学生对抓住细节已经有了一定

的了解,也对本单元的写作有了明确的方向,理解并

内化素材选取、详略安排、细节刻画的相关概念和必

备能力,并且依据单元写作任务来实现单元写作目

标。 教师在此时就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搭建立体

化、功能化的学习支架,用来辅助学生深入参与写作

任务,获得更加深刻的写作体验。
义教新课标提倡以学习任务驱动教学,引导学

生在特定情境中围绕学习任务开展伙伴式学习、混
合式学习,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建构知识网络。 因

此,设计任务驱动的序列化写作任务可以调动学生

的写作参与度。 序列化既体现在学生要有一个不断

深入实践和思考的过程,同时还要有一系列可视的

学习成果。 本单元写作教学重点是要完成以下任

务:以“我身边的普通人”为话题,选择一位你最熟悉

的人,结合生活中的典型事例,用细节描写来表现其

性格特征。 笔者将该写作任务作了系列化的分解设

计,请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单 2(见表 2)。
表 2 学习任务单 2:运用所学构思提纲

任务 1:选取素材

我计划写的人物是(　 　 )

我和她是(　 　 )关系

我选择这个人的原因是(　 　 )

我对她的情感变化(　 　 )

任务 2:谋篇布局

我打算选取一(几)件事来写

如果选取几件事,哪些详写,哪些

略写

这样安排的理由是什么

任务 3:细节刻画

选取的事件中,最难忘的细节是什么

我将选取什么方式来进行细节刻画

这些细节能否凸显人物性格或者表

达我的情感

　 　 这三个写作任务的设计,都充分联系教材单元

读写结合的特点,以单元选文为鉴赏载体,以写作话

题为学习情境,整体呈现进阶性特点。 教师以此来

驱动本单元写作教学,引导学生在理解、内化教材文

本的基础上,深入体会抓住细节写人记事的关键要

点,学会把学到的知识迁移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
从而达成学习目标。

4. 依循写作基本过程,开展多元评价

义教新课标极为重视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因

此,教师需要在序列化的单元写作任务设计中为学

生提供反思的机会,促进其修改并完善自己的创作,
获得更为深刻的写作体验。 因此,我们需要在单元

写作任务中融入适宜的写作评价要求。 义教新课标

倡导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在兴

趣、能力和学习基础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引导学生开

展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 “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
增强评价的科学性、整体性”。[9]根据这些要求,在本

单元写作训练中开展教学评价,需要采取多元评价

的方式。
事实上,真正的写作评讲课要有真实而完整的

过程,要有“看得见”的表现,变评讲为评改,学生应

该是评改课的主体,真正参与评改过程。 要实现这

一目标,评价量表的开发和使用不失为一条有效路

径(见下页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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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抓住细节”记叙文写作评价量表

评价等级 等级描述

一等
文章选材新颖,主题明确,感情真挚,细节描写生

动细腻,并且细节能够服务于主题表达

二等
主题比较明确,结构比较合理,富有真情实感,对

表达主题的关键细节有比较充分的描写

三等
主题基本明确,内容略显单薄,结构不合理,缺少

对表达主题的事件,缺少对关键细节的描写

四等 没有明确的主题,叙述混乱,缺少细节描写

　 　 运用评价量表变革写作教学课堂评价方式,从

单纯的教师评价走向生生互评、师生互评。 学生充

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参与写作修改活动,在交流、分

享中总结写作经验。 这种写作评价方式是学生对生

活、写作、知识的自我回应,也是一个深入写作、实现

知识创生的过程。 统编语文教材根据学情建构了写

作序列,有助于我们在义教新课标、单元学习目标的

指引下,实现课标、教材、教学的三级转化。 推动学

生在阅读中获得对写作的深度理解,促进学生真正

实现读写知识内化迁移,助力语文核心素养在写作

教学中高质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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