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作文教学新路径

——以部编本六年级下册《家乡的风俗》写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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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３月份以来，上海市各中小学都在尝试开展线上教学，其中也包括线上

作文指导课。为了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笔者通过梳理写作任

务、找准单元写作训练点，引导学生个性创造，互动评议、推选佳作等步骤，形

成了线上作文教学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在线教学 作文指导 《家乡的风俗》

３月份以来，上海市各中小学都在尝试开展线上教学，其中也包括线上作文

指导课，并且要求各学校教师授课时注意和市里直播课程的衔接，做好互动答疑。

众所周知，传统的线下作文教学课，往往采用的训练模式是：教师命题——

教师指导——学生写作——教师修改——教师点评这一方法。在这种模式下，教

师的主导性是非常强的。可是一线的教师在进行线上作文指导时显然不能简单的

把面对面教学的方式直接搬到线上去。那么如何利用线上教学的优势提高教学的

实效性？线上教学怎么设计学生的实践活动？怎么形成更理想的师生、生生之间

的有效互动？这一直是我的困惑。

部编本六年级语文下册第一单元的作文指导课《家乡的风俗》，于我而言是

一次实践的机会，也是一次挑战。怀揣着这些困惑，秉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原

则”，我大胆尝试，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一定的效果，摸索出一条线上作文教学的

新路径。

一、思维可视化，梳理写作任务

市里的课程对《家乡的风俗》这篇作文不仅进行了审题、写作要求梳理、写

作思路梳理，还有写作方法的指导。应该说指导是非常的全面且详实的，那一线

的教师还需要做什么呢？首先，笔者和学生一起对市里的课程进行梳理，让思维

可视化，方便学生写作时参考。如下图所示：



图（一）

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形成能力的基础，“能力”是作文教学的主要目的，

而“恰当的训练”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手段、桥梁和中心环节。应该说市里的

课程已经告诉了学生怎么写，但这和学生真正的写出来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这

段距离就需要我们老师利用互动答疑的时间，通过任务驱动给孩子们搭好桥梁，

将了解知识转化为运用知识的能力。接下来笔者和学生一起梳理了下一步的任

务。

图（二）

不管是设计采访单还是利用网络查找资料，收集来的资料都是为了突出中心

服务的。线下的作文指导课，学生一般是线确定文章的中心立意，然后围绕立意

选材。而线上作文写作时，由于网络资源的来源非常的广，学生也可以改变思路，

在材料的基础上对原来的立意适当修改，确定最合适的写作中心。尽管我们知道

利用网络资源可以收集非常丰富的资源，补充学生体验的不足，但此时资料的整

合也显得尤其重要，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造成行文的累赘臃肿，而是要学会

根据调整后的立意选择取舍。鼓励学生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写作提纲。

二、读写结合，找准单元写作训练点

作文教学的训练点可以说是非常多的，而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规划，每一次的

作文都应该有每一次的训练重点，不可贪多。此时，老师认真研读单元的教学目

标，根据单元内已有的课文确定每一次的训练重点，是比较合适且易操作的办法。



《家乡的风俗》是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作文训练篇目，本单元一共有三篇

课文，分别是《北京的春节》《藏戏》和《腊八粥》，这三篇文章都是详略安排

比较优秀的文章。结合本单元的单元目标：分清内容的主次，把握叙述的详略，

体会作者是如何抓住事物的特点，详写主要部分，突出主要内容的。因此我们将

“分清详略，突出主次”作为本次习作的训练重点。在互动课有限的时间里提高

课堂时效，争取一课一得。

学生面对素材，往往会不分主次地全部写进文章里，导致文章臃肿而且乏味，

或者根据个人的喜好着墨不同。那么如何确定详略？我们可以指导学生从以下两

方面考虑。

1.确定标准

详略的安排最终是为了突出文章的核心思想，提前确定好文章的核心思想，

才能科学地把握详略的度。那我们在安排详略时应该遵循以下标准：“对于那些

最能直接、具体表现文章中心主旨的材料我们要详写。有些素材本身能够表现中

心，但是不是最核心的，我们需要略写。”只有这样，文章才能详略有序，主次

分明。以本次作文为例：参加习俗的经历应该详写，而习俗的由来、人们对这种

习俗的看法则应该略写。

2.正确“取”“弃”。

我们根据材料重要程度不同，选择详写和略写。当选取需要详写或略写的素

材后，剩下与文章主题毫无关联的素材，就需要毫不犹豫的舍弃。

三、依照提纲，个性创作

学生根据老师对提纲的批改意见，完成创作后在线提交电子稿。在学生的电

子稿里，学生应该对照上课时的要求，自查自己的文章是否能体现本次作文的训

练重点，即详略是否得当。在自己独立撰稿期间，可以向同学分享文章，征集意

见，也可以和老师交流。

四、互动评议，推选佳作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积极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优势，丰

富写作形式，激发写作兴趣，增加学生创造性表达、展示交流与互相评改的机会”。

因此，此次训练尤其重视互动评议的环节。笔者梳理了一下在实践中的操作步骤，

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范文领航，自制评价表

线下作文课中，很多学生都是被动接收老师的批改意见。而现在学生作为参

与者，需要去点评其他同学的作文，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可由于很多同学都是

第一次参与，缺乏相关的评改经验。因此笔者在课堂上出示一份范文，并且带着

同学们一起去批改，分享修改作文的标准，这样无形中消除了同学们的畏难心理。

其次，每一次有训练重点的作文评价，都应该制定一份专门的评价表，让学生评

价时有章可依。以这次作文训练为例，除去常规的语言、描写，中心之外，我们

重点关注了详略安排的评价。

本次作文的训练重点是“详略得当”，根据六年级的写作要求，可拟定“自

／互评表”，见表（一）：

评价项目 评价项目 完成度（√/ ×） 整体评价

基础要求 字迹清楚，无错别字

语句通顺

字数达到 600，且完篇

中心与选材 写了习俗中的一件事，或者某个节

日有关的一些列习俗

缩写材料详略安排得当

所有事情之间有关联，且指向中心

思路和结构 事件完整，分段合理

语言 至少一处细节描写

表（一）

2.异质分组，评价汇报

此次评价充分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在老师的组织下将

班级的学生按照不同的特长和能力异质分组，确定了以小组长为主要负责人的４

人责任共同体。同时两个小组结成一个学习共同体，互相批改对方的作文，且在

小组内交流意见。最终每组精选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详批、撰写评价表，在班级

的汇报课上展示。

3.对话作者，老师补充

在线上汇报的时候，汇报组负责人可以“隔空喊话”小作者，提出自己的疑

问，小作者在线解答。班级里其他的同学对于修改的文章，在留言板区域发表自

己的观点。最后，老师适当补充自己的观点，形成一个多元评价、交流的空间。

五、完善作品，推选佳作

经过上面一系列的操作后，小作者根据同学以及老师的修改意见，再次修改



自己的文章，上传佳作分享区。我们根据点赞数，推荐优秀的文章编成作品集，

并且推荐在校刊、校报上发表。以此方式使学生体验到小作家的喜悦，激发学生

继续创作的动力。

六、实施成效

1.形成了在线作文教学的实施路径，如图（三）所示：

图（三）

2.打破网上教学局限，攻克作文评价难题

新课标要求：“能与他人交流写作心得，互相评改作文，以分享感受沟通见

解”。在传统的作文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互只是发生在教师对学生的作

文进行评价的过程。线上作文的互动评议阶段，作文评改由传统的单向评价变多

方评价。一方面减少了教师评改作文的时间，另一方面也给与学生参与评改的机

会。最后学生还可以通过评改作文汲取经验，掌握评改作文的标准。这种多方参

与的评改方式改变了传统作文评改带有主观性且不够及时的不足。

3.激发学生写作热情，提升学生的主体性

一方面学生的作文要在同学和家长的面前亮相，学生们都很重写作这件事，

都想让自己优秀的作品展示给读者。另一方面，能够当一回“老师”，对别人的

习作进行修改，并提出修改意见，孩子们的参与度非常高。有了创作者的重视和

参与的热情，写作的训练自然更容易达成既定的训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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