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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我愛學語文（澳門版）》和人教版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

文》為比較研究對象，就兩套教科書寫作模組的客觀構成和功能實現進行了比較研究，從兩套教

科書寫作模組構建依據，看寫作培養設計的異同；從選文示範、讀寫指導、語言積累、說寫關

聯、習作任務等方面的同與不同，比較分析寫作培養的效能，以期為兩地小學語文教科書寫作模

組的合理構建、功能實現、有效使用，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借鑑。

[關鍵詞] 寫作培養　小學語文教科書　人教版　澳門版　寫作模組　比較

寫作和閱讀是語文核心素養獲得和表現的雙重承載。寫作和閱讀的創作對象相同，即承載客

觀事物、知識信息、思想情感的“文”，閱讀是汲取、積累、豐富的過程，寫作是梳理、集中、

表達的過程。以“創作”界定寫作和閱讀的過程，是因為不同個體對相同對象的閱讀汲取和寫作

產出是個性化的。如果把語文核心素養簡化為閱讀汲取、語文表達、審美成熟，借用葉聖陶先生

“口頭為‘語’，書面為‘文’”的主張， 1 “語文表達”即口語表達和寫作表達。寫作的成果

形式是書面表達，但語文教學過程中，要經歷聽、說、讀、寫的多重結合。因而教科書的寫作模

組，不只是寫作任務要求，它是伴隨閱讀而生成的系統工程，生成過程本身就充滿了創造性。

教科書、教材、語文教學，三位一體共同服務於閱讀、寫作的同步提升。教科書是教材的集

中呈現，是教學對話的主體承載。選文是教科書的材料，用材料做甚麼？如何用？有無限創造可

能。教科書對寫作教學的構建有着相對獨立的外顯模組，它與閱讀牽絆、以閱讀為原點切入，但

不止於汲取、積累，還包括梳理、集中和表達。

本文所探討的寫作模組，是指與閱讀同步的“選文示範＋讀寫指導＋語言積累＋說寫關聯＋

任務要求”。選擇內地、澳門的教科書作比較研究，意在通過梳理寫作模組的設計呈現和功能實

現，探索教科書寫作模組構建的更好可能性，更有效地活用教科書進行寫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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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小學語文教科書，以香港版本居多。原因有四：一是地域文化接近；二是生活語言同

宗；三是繁體字學用堅持；四是澳門沒有本土教科書。目前被使用的7個版本中，《我愛學語文

（澳門版）》（以下簡稱“澳門版”）， 1  由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為適應澳門《本地學制正規教

育基本學力要求》落實而出版，被選用最多。2017－2018學年，在全澳近60所中文小學語文教學

學校中，有30家之多使用，以此版為教科書比較藍本，具有代表澳門地域性特徵。人教版義務教

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小學《語文》（以下簡稱“人教版”）， 2  在2017年全國使用的13種小學

語文教科書版本中，此版被業界認為編寫實力較強、較權威，為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比較兩版

教科書寫作模組的編寫呈現、落實體現、教學實現，可以更好地把握兩地學生寫作培養發展性需

求，探索更加合理的兩區域小學語文教科書寫作模組構建，嘗試更加科學的寫作模組功能實現。

一、從寫作模組構建依據看寫作培養設計

梳理《全日制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課標》）、《小學語文教育階段中文基本

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以下簡稱《學力》）的寫作要求可見：對寫作培養的總體

要求和階段執行指導，存大同而現小異；對寫作模組構建和標準落實的行動指導，存“有”、

“無”的差別。

（一）存“大同”

存“大同”所指有二：一是寫作地位相同；二是寫作培養總體要求趨同。例如，《課標》中

關於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第一學段為寫話，第二、第三學段為習作）、口語交際等幾大模

組的界定，《學力》中關於“全面發展學生聽、說、讀、寫能力及溝通與協作的能力”等語文能

力的描述， 3  都標識了寫作培養的重要佔比。解讀“同”可概括為：產生並持續增強寫作興趣；

積累認知、持續豐富，逐漸豐富情感體驗、成熟個性思考；逐漸提升語言文字表達水平；學習借

鑑寫作經驗，包括寫作構思和表達手法等，持續提升寫作水平。

（二）現“小異”

現“小異”是指對寫作素養培養的可執行性拆分，兩版各有不同。一是劃段不同。《課

標》是兩個層次（寫話、習作）、三個學段（1－2、3－4、5－6）劃分；《學力》是一個層次

（寫作）、兩個學段（1－3、4－6）。二是可操作性體現不同。《課標》較多體現寫作培養循

序漸進的實施指導。如，寫作內容的漸進性選擇指導：寫想說、寫想像、不拘形式寫見聞、感受

和想像、為個體情感表達和交流需求而寫。其語言描述多見“留心、觀察、在寫中、嘗試、學

習、養成、修改……”，較多行動性詞語領起，操作性指導更強。《學力》的語言描述多見“能

（會）……”，目標性指引較強。三是對應學段的教學行動指導不同。《課標》兩層次三段要

求，從低年段寫話到中、高年段習作，逐步提升寫作表達的完整性和藝術性。如敘事類寫作要

求：“寫句──句的拓展──句的組合──較完整地描述敘事──更全面地描述敘事──更有個性

1 	余婉兒、蘇潔玉︰《我愛學語文（澳門版）》，香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2 	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2006年。

3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9/2016號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附件一《小學語文教育階

段中文基本學力要求（第一語文即教學語文）》，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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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述敘事”。《學力》兩段要求，統籌較多，從低小年段到高小年段，寫作缺少循序漸進的明

確要求，教師教學行動對應容易隨意。

（三）教材編寫建議的有無

《課標》分別對教學、評價、教材編寫、教學資源開發與利用，提出了具體可依的建議。 1  

這樣做的優勢有三：一是有利於課程構建總體規劃，包括選文經典示範、選文覆蓋全面等。二是

有利於教學目標解讀與行動對應，如明確了讀、說、寫結合建議，顯然教學行動指導性增強。三

是有利於實現“以評促教”，評價建議中可見教學着眼關注。四是教學資源開發與利用，指導教

學拓展重組。《學力》缺少這幾重建議，寄希望於具體學校和個體教師在教學實踐中解讀落實、

摸索實踐，而實際教情又難於實現。

二、從寫作模組呈現看寫作培養實現

寫作模組的構建與實現，與閱讀模組統一。具體從選文的示範性、思考討論的讀寫引導性、

積累練習的累用相關性、習作任務的讀寫關聯性等可見。教科書的寫作模組，不只是寫作任務要

求，應界定為“選文示範＋讀寫指導＋語言積累＋說寫關聯＋習作任務”幾個系統的構成。關注

寫作模組客觀呈現和寫作培養功能實現的差異性，有利於兩地教科書構建和使用的優化。

（一）從選文經典示範看寫作培養實現

關於兩版選文經典示範性比較，在《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一

文中， 2  筆者有比較詳實呈現。從選文篇數、篇幅、文學類佔比、名著入選、古詩詞積累、語言

表達、選文覆蓋等方面來看，澳門版經典示範性不及人教版。具體表現為：澳門版選文量少、篇

幅短、文學類佔比少、名著多改寫、古文積累少、突顯生活化思想性類選文表達水平過低、選文

覆蓋過窄等。比較得見，兩版教科書突顯生活化和思想性的選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示範性不

足。

例1：人教版三上第一組第一課《我們的民族小學》第一自然段“大家穿戴不同、語言不

同，來到學校，都成了好朋友。那鮮豔的民族服裝，把學校打扮得更加絢麗多彩。同學們向在校

園裏歡唱的小鳥打招呼，向敬愛的老師問好，向高高飄揚的國旗敬禮。”語言表達有遷就學生已

及之嫌。“都成了好朋友”直白概念化。筆者以自然、流暢、真摯表達情感為原則，將文字作了

如是改寫：“雖然穿戴不同、語言不同，但是坐在同一間教室，共享同一個老師的微笑，大家的

讀書聲是相同的，奔跑在校園裏的歡笑是相同的。我們齊聲高唱國歌，向飄揚的五星紅旗舉手敬

禮……那鮮豔的民族服裝，是山村校園裏的絢麗。”

例2：澳門版三上第一單元第一課《千人糕》第四段“媽媽點點頭說：‘外婆說得對。這些

麵粉、雞蛋和紅糖都是從外地運的。火車、輪船和飛機，不是要由工廠的工人製造，然後由司機

來駕駛嗎？’”這一段是承接敘述，媽媽的話過於說教化，“我”的思考參與是被動的，在下一

段的頓悟又顯得那麼突然。筆者以更貼近生活，富有啟示為原則，改寫如是：“媽媽點點頭說：

‘沒錯！’她指點着智明的額頭，神秘地說：‘你想想看，還有哪些人會參與到這個千人糕的製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11頁。

2 	關黌諺︰《人教版與澳門版小學語文教科書閱讀模組比較研究》，《澳門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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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智明用小手撓着頭嘀咕着：‘甘蔗變成糖也得有人生產啊，還得用火車、汽車、輪船運

送，也許它們還得坐飛機呢！’智明的聲音越說越大了，他有點得意地看着媽媽。媽媽沖着智明

把眉毛一挑，又說道：‘可能不止這些啊！’智明凝起眉毛想着，一會兒，他大聲地說：‘我想

到了，火車、汽車、輪船，還有飛機，得有人造它們啊！這樣算來，真的會有一千人啊！’智明

忽然抬起頭，笑着對外婆說……”

筆者以三年級小學生為實驗對象，分別試讀兩例改寫前和改寫後，效果如下：例1，學生閱

讀改前改後，都能知道小學生間的友誼。閱讀改後，雖然文中沒有直言他們是好朋友，卻從“雖

然……不同……但是……同（相同、共享）”中細膩地感受到，不同民族小學間相處的和諧、愉

快、友愛；再進一步讓學生說說自己與朋友們的和諧友愛時，他們很容易模仿細膩真摯的表達。

例2，學生說改後文中的“智明”更聰明和感恩，“媽媽”不僅親和還有智慧。當筆者追問“你從

哪裏讀出來的？”時，讓人欣喜的是，學生們懂得關注人物語言、情態、心理的描寫。

選文的經典示範性，影響着學生閱讀的汲取和寫作的表達。可積累的語言精彩和表遠精湛，

提供了情感體驗、思想認知的豐富可能，以及思維運轉更積極靈活的可行。語文教科書寫作培養

的功能實現，首先應保障選文的經典示範性。

（二）從閱讀思考討論看讀寫結合指導

閱讀的“思考討論”系統，承載着閱讀、寫作兩大模組理解、賞析、積累、運用的重任，是

實現閱讀知“物”與寫作表達有“物”、閱讀識“術”與表達有“術”統一的媒介。“物”是指

知識、見解、思想、情感，“術”是語言、手法、技能等表達。閱讀模組的“思考討論”，同時

又是寫作模組的“讀寫指導”。總觀兩版“思考討論”，澳門版的“問”，過於分解、瑣碎、單

純，思考空間狹小，自主意識受限嚴重；人教版的任務過於籠統、寬泛、自主，容易造成教學放

羊。兩版“思考討論”的讀寫指導性，皆需更合理構建。

（1）澳門版改善需求更為迫切

統觀澳門版全套教科書，思考討論多見於“是甚麼”、“看見甚麼”、“怎麼樣”、“為甚

麼”等問答。過於易答或過於寬泛。歸納如下：

一是以簡單作答為目的，忽略認知的聯繫和表達。如《小小的船》（一下單元三）“1. 課文

裏的‘船’指甚麼？”；《四季的腳步》（三上單元六）“1. 春、夏、秋、冬都是怎樣走來的？

2. 四季來了，各帶了甚麼景物？”；《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節選）》“1. 從課文的題目，想一

想作者是魯迅先生的甚麼人？”。從一年到六年，這類只需回答一個詞（答案幾乎已知），這種

不需要全文統讀思考、分析歸納、聯繫拓展、形象表達的低門檻問題，淡漠消極了學生的表達願

望、思考積極，養成了不思不答的習慣，也漸失寫作表達之“物”的豐富。

二是似是而模糊的問答，錯過了表達的細膩和精彩。如《小小的船》“2. ‘我’坐在‘船’

上看見了甚麼？‘我’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四季的腳步》“3. 大自然歡迎四季來臨嗎？

從哪裏可以知道？4. 作者運用多感官觀察四季景物。把他看到、聽到和感到的寫下來。”教學實

踐中，這樣的問題設計，學生似乎明白，又會顯得茫然不確定。以相應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將

問題改為：“讀兒歌你看到了哪些事物？它們是甚麼樣子？究竟是誰彎彎？誰兩頭尖？”和“說

說每個季節裏還有哪些聲音、色彩和有趣的事物？想想每一個‘悄悄’還可以用哪些疊音詞來替

換？每一個‘唱’還可以用哪些動詞來替換？”閱讀對話中，學生通過以童趣童真感知共鳴，

找尋相象相關，嘗試想像聯想，用豐富連貫語言回答問題等方式，感受情趣、豐富積累、表達運



82

	 澳		門		研		究	 2020年第4期

用。以遵循兒童心理認同、閱讀可及為原則，引領學生以童趣感知體會、以童真想像體驗的問題

研討，更利於實現學生感受的真實、表達的精彩。

三是過於瑣碎的追問，打散了學生的興趣和思維。如《我的伯父魯迅先生（節選）》（六

下單元四）“2. 魯迅的喪禮，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怎樣的人？3. ‘我’是怎樣讀《水滸傳》的？

結果怎樣？4.‘我’聽了伯父的話，為甚麼‘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駡還難受’？5. 伯父對

‘我’做人處事的態度有甚麼影響？6. 讀完課文，你覺得魯迅是個怎樣的人？7. 課文寫了魯迅

哪幾件事？你能為每件事定一個標題嗎？”這種挖個坑撿個豆的瑣碎問題，使學生只得見眼前的

豆，而不得思整塊田的收穫。筆者鼓勵教師將思考討論統籌提升，改問如是：“1. 自由讀文，說

說我的伯父魯迅是一個怎樣的人？你的看法是從文中哪些地方讀出來的？2. 我的讀書習慣因為甚

麼有了改變？前後有了怎樣的改變？你能用成語或四字詞語表達“我”讀書習慣的不同嗎？3. 閱

讀原文補充，補充對魯迅的評價。4. 瞭解‘先生’的意思，對應課文判斷文題中的“先生”都有

哪些意思？”試教時，關於整體感知、全盤感受、個性體會的引導，學生表現都很積極且到位。

從低年級到高年級，這類問題不少，教科書的構建和使用，切實需要多一些針對性的反思。

（2）人教版需要進一步合理自主空間

人教版思考討論多見於朗讀積累、感悟交流、聯繫拓展等驅動性任務，其任務形式包括：朗

讀（有感情朗讀、背誦、分角色朗讀）；摘錄抄寫（摘錄喜歡、抄寫欣賞，聯繫生活說說認知、

感受等）。任務操作性強，有利於促進情感認知與有聲表達、感受美好和抄錄記憶、智慧認知與

表達提升的三重統一。然而，其有效實現還需教師個性解讀與引領指導到位，因而實現的差異性

很大。

一是重視整體閱讀個性賞析的同時，需關注語言積累拓展運用的指導。如《春雨的色彩》

（一下單元一）“春雨到底是甚麼顏色的呢？”此問簡潔，但不簡單。實現了問以貫穿，督促學

生通讀全文，梳理春雨在文中被主張是哪些顏色，繼而分析、判斷，獲得對自然認知的更多，體

驗對自然的情感，收穫表達之“物”。但僅限於文本表達的閱讀、梳理、提煉，遠不能滿足學生

語言發展的需求。可加一問“你能用更多詞句說出春雨更豐富的顏色嗎？”教與學的過程，會把

“還可以用哪些詞語描繪……”作為任務，促使學生用豐富語言表達或得見或可理解的更多春雨

的顏色。

二是培養自主意識的同時，需提供自主的有效養成。如《花鐘》（三上單元四）“1. 多讀讀

課文，把喜歡的部分背下來。2. 用自己的話說一說，為甚麼不同的植物開花的時間不同？3. 課

文用不同的說法來表達鮮花的開放，我們來填一填，再體會體會。4. 觀察其他事物，寫寫觀察日

記。”嘗試任務調整實踐：（1）“把喜歡的部分背下來”，自主空間大，可這句那段、可多可

少，投機簡省未嘗不可。改為：“有感情地朗讀第一段，說說你知道了哪幾種鮮花分別是怎麼開

放的？熟讀把這段背下來。與同學交流你還喜歡哪部分，把喜歡的背下來。”認知基礎上的“指

定”與“自主”結合，可更好實現“背誦積累”與“精彩表達”的結合。指定，幫助學生認知、

賞析、積累；背喜歡的，給了學生積累更多的可能。（2）把“用自己的話說一說”改為“舉例子

給同學講一講，為甚麼不同的植物開花時間不同？”指導學生舉例說明的運用。（3）“觀察其他

事物”改為“留意觀察你感興趣的事物，寫寫觀察日記，寫完讀幾遍，能從你日記中認識你所寫

的事物嗎？”增加“感興趣”，以增強事物與學生個體的關聯，增加“寫完讀”的要求，培養寫

作自查自改的習慣。嘗試效果表明，“規定動作＋自選空間”的結合，完成任務效果更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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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的引導更到位。

三是重視思想認知的同時，同步加強表達應用的指導。如《我的伯父魯迅先生》（六上單元

五）“3. 課文中有一些深刻的句子，例如，“你想，四周黑洞洞的，還不容易碰壁嗎？畫出這

樣的句子，聯繫上下文或時代背景，交流對這些句子的理解。”六年級小學生借鑑文例，學習用

詼諧幽默的語言表達，很受用；而理解魯迅思想的深邃，可能需要伴隨思想成熟的自然過渡。改

問題為：“鼻子‘扁’與‘碰壁’有沒有關係？你會用“歪曲事實”的幽默來表達嗎？”教學實

踐中，給出更多類似表達舉例，如“你的腳怎麼那麼大？”、“因為我怕距離你遠，這樣一步邁

出去就夠着你了。”、“別跟我計較，對不起啊！”、“我心大啊，你來摸摸，那點事早沉到底

下去了。”……感受幽默恢諧的同時，體驗表達的智慧，並習慣於這種表達智慧，既利於情商培

養，也利於語言表達提升。

（三）從語言積累看寫作表達培養

語言積累，應該實現同步關聯與拓展運用的統一。以“積累、關聯、運用”為宗旨，形式可

不限。兩版比較，各有短長：

（1）澳門版語用具體詳細，但存在積累不充分、練習不到位、預設多低就等問題。澳門版

“語文知識與運用”，細分成“詞語”、“修辭”、“句型”、“文體”、“標點”、“語法”

等練習。從低年級到高年級，相關概念專業化，很有“現代漢語”和“寫作”的大學中文專業課

味道。可概括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細說概念、詳設問答。諸如同、反、近義詞，名、動、形、代等詞性，比喻、擬人、

排比等修辭，詞語搭配、單句、複句等語法，文體類別及要素，分段方法及概括段意等，概念專

業化、規律公式化、練習問答化。教學行動容易忽略練用，而定格在“講”和“問”上。“講”

詞意、概念、修辭、語法、格式、寫作方法等；“問”則滿堂跑，包括學生不屑於答和夠不着答

的問。所以，澳門小學語文教學課時不少，寫作教學關注不少，教師卻總在抱怨學生寫作表現不

好。

二是練習單薄、運用單一。練的豐富與遞進不足，練的語境適用不充分，也就等於剪斷了學

生表達精彩的翅膀。如《細說澳門的名字》（三下單元五），“語用”三個任務：（1）“仔細閱

讀，指出段落的劃分方法。”（2）“為甚麼澳門會有那麼多的名字呢？原來這與澳門的地理、歷

史有密切關係。”對此連設三問：“作者是否知道問題的答案？他是否真的要讀者回答問題？問

題的答案在句子中看到嗎？”；給出概念“設問句就是自己提出問題，隨即由自己回答，即自問

自答。運用設問句可引起讀者的注意或思考，增強表達的效果。”（3）“課文哪些詞語加了專名

號？說一說專名號的用法。哪些地方加了引號？寫一寫，說一說為甚麼用引號而不用專名號。”

試析：任務一︰與“思考討論”中“分段默讀，寫出段落大意”。重複分段認知，強化的是段的

相關概念，缺少對段的表達積累，學生很難認知消化，更得不到應用的促進；任務二、三︰“問

答引導＋概念灌輸＋作用強化”，缺少設問句和符號具體適用練習，學生很難在背記概念和作用

中學會運用。

三是割裂語用、簡單識用。澳門版從低年級到高年級，詞是詞、句是句、修辭是修辭……

這些語用形式多見，存在各自為政、重複練習等問題。語言積累少循序漸進性，語用指導和練習

少適用學情的整合性。如，五上《看雲識天氣》“修辭——比喻”的要求：“找出課文運用了比

喻的句子，在句下畫橫線，然後辨別句子運用了明喻還是暗喻法？說一說運用比喻對於說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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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好處？”任務設計意在認知比喻的類型和作用，不在於不同類型比喻的恰當運用。教師教

學，容易忽略明喻、暗喻等的精彩積累和表達應用，而形成詞句講得多、概念作用講得細、語境

不熟悉、表達不會用等割裂語用的現象。

（2）人教版明確簡潔，重視積累，但存在要求過於簡單、操作待解讀等問題。“有感情朗 

讀──抄背喜歡──練筆應用”的教科書導向，利與不利亦並存。其利為以讀促解、以抄背與

語言積累相結合，有利於學生更好地豐富情理認知和情理表達；不利為積累形式過於簡單，對

教學行動的解讀性落實要求過高，會造成同一教科書完全不同的教學效果。思考討論“讀”、

“抄”、“背”，和語文園地“我的發現”、“詞語盤點”、“日積月累”、“趣味語文”、

“課外書屋”等任務設置，都缺少課堂溝通對話、多樣化鞏固練習、閱讀積累拓展等動作性指

導。“簡明”，給了“教”充分的創造空間，也給了“教”足夠的茫然；給了“學”簡潔明瞭的

任務，也給了“學”理所當然的到此為止。

（四）說寫結合與習作任務對寫作培養的實現

《學力》和《課標》的學段寫作要求有別，教科書的呈現亦不同。人教版按段分為寫話和習

作，按學段給出了層次分明的寫話、習作要求；澳門版沒有寫話與習作的分別，統稱寫作，寫話

與習作界線模糊。兩版寫作任務總體次數無大差別，但寫作指導空間和具體要求程度有別，整體

來看，澳門版偏低。兩版寫作內容多數趨同，即寫人、事、景、物等感受性的，寫日記、書信、

便條等應用性的。澳門版有議論文的選文學習和寫作，人教版無。說寫結合實現和寫作任務呈

現，兩版各有特點，也各有需改進。

（1）從說寫結合看寫作培養實現

澳門版四下單元一。說話任務有二：一、第二課《時光老人的禮物》聆聽與說話結合，聽與

說問答相關；二、第三課《微笑‧眼淚》閱讀與說話，一一應答式的討論。寫作任務有一：仿照

《如果有一天》寫作一首小詩。總觀“說”與“寫”的任務呈現：說寫分割，說向寫的延伸鋪墊

性差，寫可承前借助說的結合性弱；此外，簡單問答式說話形式，嚴重限制了學生說更多、說更

好的可能，也自然不利於寫作表達的更好。

人教版四下單元一。口語交際任務為：研討春遊方案──說春遊方案──評春遊方案。寫作

任務為：寫校園美麗／寫你有印象的地方的美麗／寫校園裏難忘的事。口語交際的思和說，可以

成為接下來寫的素材，可以是寫的聯想所在。如，春遊──春的美麗──校園春天的美麗──校

園裏計劃春遊的難忘等等。

比較說話練習與寫作任務的關聯：澳門版中說與聽緊密關聯者居多，說與寫緊密關聯者少；

人教版中說寫結合緊密，板塊緊連，內容關聯，說為寫鋪墊，寫為說呈現。

（2）從寫作任務看寫作培養實現

習作任務是檢驗習作可達、呈現習作困難、實施習作指導、強化寫作訓練的綜合性任務設

置。其綜合職能的實現，在於主題適情、要求適度、指導得法。比較兩版寫作任務要求：澳門版

繁多、細詳，面面俱到；人教版簡少、粗略，寬泛可選。如下面兩例︰

澳門版四下單元一：“詩歌仿作：1. 仿照《如果有一天》，發揮想像，寫作一首詩。步驟：

（1）主題：先構想詩歌要表達的主題，例如：友情、環保等。（2）結構：注意詩歌的結構和形

式，可用四個分行的句子來寫。（3）修辭手法：運用聯想和想像，靈活運用反覆和擬人等修辭手

法寫作。提示1：你可以用其他東西（動物、植物、或非生物）來代替‘小䓍’、‘星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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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蟲兒’，運用擬人的修辭手法把這些東西當作人來寫，寫出他們的感受和行為。別忘了

句尾要押韻，使詩讀起來更富節奏感。例舉：如果有一天，天空不再快樂，天天灰頭土臉，太陽

和月亮的俏臉將再也看不見。提示2：想一想，如果有一天首兩句描述的情況出現，結果會怎麼

樣？參考《如果有一天》先分後總的結構，在自己創作的詩歌的結尾表達出詩歌的主題。提示3：

《如果有一天》的結尾有總結的作用，仿作時，結尾記得要跟詩中的內容互相呼應啊！”

人教版四下單元一：“我們都愛自己的校園：它也許像一座美麗的花園，綠草如茵，花團錦

簇；它也許僅有幾座平房，幾棵老樹，一個小操場。不管怎樣，在可愛的校園裏，我們都度過了

許許多多歡樂的日子。讓我們到校園裏走一走，看一看，選一處景物，仔細觀察，再把觀察到的

按一定的順序寫下來。注意把內容寫具體，語句寫通順。如果不想寫校園裡的景物，也可以寫別

處的景物，或者寫寫發生在校園裏的難忘的事。”

兩例比較可見：澳門版從主題、結構、修辭、押韻、首尾呼應，到替換例舉、擬人例舉、

內容例舉、結尾例舉等等，細緻入微，唯恐有漏，似防學生不會寫、沒話說，反而會令學生少話

說、套要求、缺少己見和想像。人教版寓要求於一段導語，導語又似領入情境的範文，給方向、

給提示，但多選擇空間，使學生有寫的選擇，更容易有話寫，更利於真實表達自己的心境。

三、寫作模組的編寫及活用

（一）寫作模組編寫的幾個保障

（1）保障閱讀選文示範性

寫作模組，可視為“選文示範＋讀寫指導＋語言積累＋說寫關聯＋習作任務”的統籌。保障

選文經典示範性，是寫作培養實現之首要。即保障：選文表達經典、精彩；突顯民族文化傳承，

民族經典選入佔主體；體現地域文化傳承，合理比例選入地域經典；放眼國際視野，吸納一定比

例外國經典；處理好古文經典與現代選文搭配，滿足思想審美提升和語言表達精湛的需求；處理

好文學性與應用性的比例，有利於語文素養的綜合全面。

（2）保障讀寫結合指導性

即保障閱讀精彩賞析與寫作精湛積累的結合，實現閱讀獲得與寫作表達的統一。主要體現在

保障文本思考討論的讀寫指導性，精設思考討論問題。一是問以貫穿、有所關注，能夠引領學生

總覽全文而有喜愛，自覺積累；二是研以賞析、拓展關聯、因情累用，知喜愛，且明白因為甚麼

而喜愛，自覺學習並有熱情積累更多，能聯繫生活情境自覺運用；三是讀而得悟、識廣知多、情

感得豐、審美提升，自覺生成對生活、世界的獨特見解和審美，以逐步實現學生個體的寫作有話

說、說話有高度。

（3）保障寫作表達發展性

文本的思考討論與表達的積累練習，應有統籌。即服務於寫作表達持續提升的充分性和靈活

性的統一。寫作表達指向經典、精彩、精湛發展的充分積累，和適情運用的靈活生成。因而，思

考討論的設置，要擬定明確、關注鮮明、關聯合理；積累運用的練習，要與思考討論相配套，實

現適時適情適境的積累豐富、強化運用。

（4）保障說寫結合密切性

無論是“口語交際”，還是“聽說”板塊，都需注重實現，說的過程中引領學生梳理對事

物、生活、情感的認知，建立更多思考聯繫、思想認同，發生更多重組創造，嘗試更好地表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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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感受。在教科書模組構建中，充分考慮說與寫的密切聯繫，努力實現說與寫的互促互進，搭

起說與寫轉換的通道，是完善教科書寫作模組的不可或缺。

（5）保障練與達循序漸進

循序漸進的練習，才符合語言積累和運用的目標，實現寫作培養表達的精彩遞進。練習的目

的是為用，而非答卷，包括詞句、語法、修辭等表達要素的綜合運用。所以要保障練習的積累掌

握、熟悉運用、情境拓展、循序漸進。循序漸進，指避免從低年級到高年級都在重複概念化、程

式化的詞句、語法、修辭、標點等練習，要突顯相同對象練習的遞進性，實現隨年級提升而踐行

表達運用更豐富、更合情、更形象生動、更細膩真實。

（6）保障寫作任務系統性

“寫作指導──寫作實踐──寫作講評”是寫作教學的生成必備。寫作任務的設計與設置，

需保障寫作指導的落實、寫作實踐的充分、寫作講評的再指導。一是發揚人教版寫作任務提示本

身的指導性；二是保障寫作實踐的充分性，可採用課內小作文、定期大作文的結合，落實學生動

筆實踐“寫”的充分；三是保障講評的存在和有效，存在需要任務模組有要求，如用不少於一課

時的時間講評，賞評學生作品兩三例，學生作品互相修改指導等任務設置。

（二）教科書寫作模組活用的幾個“可為”

（1）基於選文的拓展積累始終可為。需要教師始終堅持教一篇不止於一篇的理念，養成隨文

精彩而關聯更多精彩的習慣。

（2）基於閱讀理解的思想成熟、感情豐富持續可為。需要教師不滿足於文本的思想認知，善

於關聯拓展，提供更為豐富的生活思考；不限定學生的感悟和思考，始終為更多學生形成自主見

識而努力。

（3）重視作文講評並提升講評的能力可持續發展。作文批改代替不了作文講評，作文講評亦

是閱讀賞析，批判與欣賞結合，對學生作品的賞析。教師要善於駕駛賞析中的指導。

（4）提升教師自身的寫作示範持續可為。讀得悟，以自身的個性解讀賞析，引領學生的閱讀

個性、賞析獨特；寫得精，以自身示範，薰陶感染學生的寫作積極；改得妙，改學生習作，做到

既尊重學生表達意願和語言個性，又提升學生情感表達和語言精彩，教師要有寫作實力和指導熱

情。此三得，是語文教師用得好教科書，成就學生寫作能力可持續發展的硬功和底氣。

無論是哪一版教科書，寫作培養的實現可謂是：寫作任務實現，見功夫，但只見十之一二；

閱讀任務實現見功夫，卻見十之八九。寫作模組依閱讀模組相承而成。

四、結語

依學生的獲得和發展需求，語文素養的提升可簡潔界定為，對知識、思想、情感、審美的認

知積累、體驗感受、認同發展、表達交流。其對語文教育的意義在於，更清楚語文教學的始終堅

持和循序漸進。始終堅持知識豐富、思想成熟、情感美好、審美多元的發展；循序漸進成就學生

個體發展的習慣養成、技能熟練、思維培養、能力形成。寫作模組構建更加科學，寫作教學實踐

更加有效，是成就學生發展的必選動作。本文對於人教版與澳門版教科書寫作模組比較的現實意

義，在於期望促進兩地教科書寫作模組構建更加科學、更有效地服務於學生語文素養之表達的養

成和提升。

[責任編輯　陳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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