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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成果是通过省级鉴

定的优秀成果，主要包括“微点·亮点 ”作文教学理论、作文

教学模式、作文评改方法、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和与初中语文教材

配套的“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等教学范式和体系，以

及与该作文教学体系配套的教学资源。研究团队围绕该成果发表

了 9 篇相关论文，完成了 1 项成果应用研究，并通过省级鉴定。

该成果在高台县三所城区初中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推广应用，共有

6 名教师 478 名学生直接参与了成果应用研究，并辐射带动 39

位教师应用该成果进行教学和研究，有 3700 多名学生从中受益。 

【关键词】微点 亮点 作文教学 

 

“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成果是甘肃省“十二五”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课题批准号 GS[2015]GHB1462）《“微点生活·亮

点作文”教学研究》的研究成果，2018年 11月通过省级鉴定，

成果等级为优秀。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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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作文教学成了语文教

师的“鸡肋”，教师缺乏好的教学方法和资源；学生也不爱写作，

作文千篇一律，内容空洞，感情贫乏，学生对老师批改的作文也

是不屑一顾，更何谈精心修改。久而久之，笔者也不自觉地走向

了怕上作文课的尴尬境地。但作为语文教师，心中忐忑难安。 

进一步了解本县域其他初中的作文教学，情况也大同小异，

为此笔者撰写了《当前初中语文写作教学的问题与对策初探》

（2013年 4 月发表于《素质教育》）一文加以探讨。文章指出，

语文教学追求短期绩效，教学随意无序，甚至普遍存在不上作文

课的问题；学生作文缺乏方法，不会提炼素材，作文抄袭、拼凑、

应付，为作文而作文；加之考试评卷时量分泛化，区分度不足等

原因，致使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园地日益贫瘠，生态严重萎缩。 

适逢笔者关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对作文教学的一些新成果

也有所了解。邵金喜、王胜等人的“微点作文”和韦存和、陈玉

剑等人的“层级微点作文”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他们提出

了“将写作训练化整为零”和“分层级”开展作文方法训练等教

学策略。这些成果取得了一定成绩，也为本成果的设计提供了借

鉴。但是这些研究均侧重于作文技巧的训练，对作文选材和写作

方法的融合应用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也不能和现行的语文教材配

套，特别是在作文的生活化选材、亮点化指导和语用定位等方面

缺乏研究。为此，笔者提出并实施了“‘微点·亮点’作文教学

研究”，旨在探索初中作文教学的新策略，构建与现行教材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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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文教学体系和资源，实现“教师喜欢教，学生喜欢写”的作

文教学研究目标。 

2015 年 5 月，笔者组建了研究团队，并开展了必要性调查

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开展“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有很强

的必要性和现实性。2015 年 8 月研究项目立项，经过三年的研

究实践，2018 年 4 月完成结题，并形成了“微点·亮点”作文

教学成果，同年 11月，成果通过省级鉴定。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一）技术路线 

本成果的技术路线是：调查论证与文献检索——确定研究内

容和目标——提出研究假设——选定研究方法——设计研究方

案——展开行动研究——分析研究结果——解决研究问题——

评估研究成果。 

（二）研究方法 

⑴文献研究法。通过检索相关研究文献，了解同类研究情况，

形成研究综述，用以指导研究工作。 

⑵调查研究法。通过必要性调查研究，提供研究依据和基础

参数；开展成果评估调查研究，检验成果有效性，提供结论依据。 

⑶行动研究法。在教学实践中解决研究问题，完善研究方案，

实证研究理论和假设，提炼研究成果，收集数据和资料，开展应

用交流，确保研究成果植根于教学实践，经得起实践检验。 

⑷实验研究法。通过对照实验研究，检验成果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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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成果科学可靠。 

（三）解决问题的过程 

本成果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研究准备阶段（2015-04/2015-08） 

⑴组建研究团队，开展调查研究。就当前初中作文教学现状

展开调查研究，完成了调查研究报告《当前初中语文的作文教学

策略亟待转变》。采取选点普查法，选取样本教师 40 人、样本

学生 291人，分别开展单独问卷和集体问卷调查。手工录入数据，

计算机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87.5%的教师不喜欢上作文课，

认为批改作文也是一种负担；74.9%的学生不喜欢写作文，不会

提炼素材，也缺乏系统的写作训练。 

⑵基于以上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决定开展“‘微点·亮点’

作文教学研究”，并利用网络工具检索相关研究文献，了解同类

研究现状，形成研究综述，并选定了研究方向，提出了研究理论：

生本作文理念、生活化选材与形式美作文思路和语用写作定位。

并发表了《“生本”理念下的记叙文写作教学》和《作文教学中

合作方法的运用》等 2篇研究论文。 

⑶基于以上研究理论，完成了研究设计，制定实施方案，开

展研究培训，明确研究分工，举行开题会议，并着手实施研究。 

2.研究实施阶段（2015-09/2017-10） 

⑴展开行动研究，开展系列实践研究活动。先后 6次召开研

究推进会、中期总结会、阶段性成果交流会，3次开展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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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和交流研讨活动，并举办了“微点·亮点”作文竞赛活动。

在实践中完善方案，解决研究问题，总结研究成果，并发表了 1

篇研究论文《微点生活·亮点作文——基于语用观的作文教学研

究》。 

⑵提炼总结了几项应用研究范式：“微点·亮点”作文课堂

教学模式，解决了作文“怎么教”的问题；“微点·亮点”作文

评改模式，解决了作文“怎么改”的问题；“微点·亮点”作文

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解决了作文课“怎么评价”的问题。还发表

了 3 篇研究论文《谈“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模式”》《小议初中

作文的批改》和《“微点生活·亮点作文”教学模式述评》。 

⑶构建完成了“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结合现行

初中语文教材的作文教学要求，编订了 36 个“生活微点”和 36

个“作文亮点”，构建了与教材配套的作文教学训练体系，解决

了学生作文“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⑷编写了与“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相配套的教学

资源库（教学设计和课件），为教师提供了教学资源范例，解决

了作文教学“无米下锅”的问题。 

⑸开展实验研究，完成了实验研究报告《“微点·亮点”：

初中段作文教学的有效策略》。开展实验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确定研究变量，采取“不相等控制组前后测设计”准实验研究方

案，随机将 291名实验学生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开展对照实验研

究。对实验组施以教学干预，控制组则不干预。用手工录入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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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质性研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假

设成立，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关性显著，确保了研究成果

的效度。 

3.总结阶段（2017-11/2018-04） 

⑴开展成果评估调查研究，完成了调查研究报告《“‘微点·亮

点’作文教学研究”改变了什么》。采取普查法，分实验组和对

照组，对研究样本中 5位教师 291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研究结

果有力支持了研究假设，预期研究目标得到了较高达成。 

⑵邀请两名县域专家评估研究成果。经评估，两名专家一致

认为，“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研究方法科学，过程规范，

结论可靠，成果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⑶完成结题报告，提炼形成了“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

申报并通过了省级鉴定，成果鉴定等级优秀（鉴定证书号

GSGB[2018]J1612）。 

4.成果推广阶段（2018-05/2021-04） 

2018 年 5 月，开始推广研究成果，组建了新研究团队，申

报实施了《“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应用研究》，同年 7 月

被确立为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立项号：

GS[2018]GHB1745），2021 年 4月完成结题，并将该成果发展完

善为“新‘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同年 9月通过省级鉴

定（鉴定证书号：GSGB[2021]J2768）。研究成员还发表了《搭

建作文层级框架 巧设写作训练微点——层级化“微点”在初中



 

- 7 - 

段作文教学中的应用探究》和《谈“微点·亮点”作文的语用实

践性》等 2 篇研究论文。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主要包含 4 篇研究报告，9 篇

研究论文，以及“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理论和系列教学范式、

配套教学资源等。 

（一）研究报告 

⒈研究必要性调查研究报告《当前初中语文的作文教学策略

亟待转变》（2015年 7 月 10 日完成）； 

⒉实验研究报告《“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2017年 12 月 4日完成）； 

⒊成果评估调查研究报告《“‘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

改变了什么》（2017年 12 月 26 日完成）； 

⒋《“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结题报告》（2018 年 4

月 26日完成）。 

（二）研究论文 

⒈论文《作文教学中合作方法的运用》（张晓玲）2015年 5

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9 次； 

⒉论文《“生本”理念下的记叙文写作教学》（李海）2015

年 5 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12次； 

⒊论文《微点生活·亮点作文——基于语用观的作文教学研

究》（李海）2015 年 12 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2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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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论文《小议初中作文的批改》（严雪峰）2016 年 5 月发

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5 次； 

⒌论文《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困境剖析及应对措施研究》（李

翠珍）2016年 9 月发表于《内蒙古教育》，已被下载引用 15 次； 

⒍论文《“微点生活·亮点作文”教学模式述评》（张晓玲）

2018年 3 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29 次； 

⒎论文《谈“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模式”》（李海）2018

年 4 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12次； 

⒏论文《谈“微点·亮点”作文的语用实践性》（张晓玲 李

海）2019 年 8月发表于《中学语文》，已被下载引用 9 次； 

⒐论文《搭建作文层级框架 巧设写作训练微点——层级化

“微点”在初中段作文教学中的应用探究》（李海）2020 年 12

月发表于《家长》，已被下载引用 41 次。 

（三）“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理论、教学范式和教学资源 

⒈“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理论。 

以“生本”作文理念、生活化选材与形式美作文思路和“语

用”写作定位为其核心内容。“生本”作文理念，即作文教学要

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生活化选材与形式美作

文思路，即作文选材要关注自然、社会、生活和人生，重视情、

理、事的思辨，走出平庸肤浅，找到源头活水；要指导学生根据

立意选择恰当的形式来美化、点亮作品。“语用”写作定是作文

要回归表情达意，抒发情感，传递思想等功用，拒绝言之无物、

思想苍白、情感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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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模式。 

以“选点（比较选点）——析点（微点品析）——点亮（亮

点点拨）——作文（学生作文）——评改（评改定稿）——反思

（反思改进）”为基本环节和实践要点： 

⑴比较选点：关注生活选材，以小见大地反映生活，是课堂

的起点，旨在培养学生对自然、生活、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力与反

思力。 

⑵微点品析：帮助学生找准主题立意，对生活微点进行情意

化提炼和升华，变生活素材为作文素材，提炼素材的美感和价值，

把“眼中之竹”变成“胸中之竹”。 

⑶亮点点拨：指导学生用恰当的作文形式美化“胸中之竹”。 

⑷学生作文：学生用以上策略力求恰切表达，把“胸中之竹”

变成“手中之竹”。 

⑸评改定稿：师生围绕文本展开对话，打磨修改作文。 

⑹反思改进：学生对作文过程进行反思总结。 

⒊“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 

结合现行初中语文教材的作文教学内容和要求，编订了 36

个“生活微点”和 36 个“作文亮点”，构建了与教材配套的“微

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见表 1）。 

表 1  “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训练体系一览表 
序号 册别 微点题材 教材实践点 作文亮点 亮点分类 作文类型 训练题目举例 

1 

七年级 

上册 

四季美景 热爱生活，热爱写作 交代清楚事情的要素 叙述事件 记叙文 回忆成长经历拟题 

2 至爱亲情 学会记事 有重点地展开叙述 讲究详略 记叙文 那一次，我真    

3 学习生活 写人要抓住特点 抓住特点写人 刻画人物 记叙文 我的偶像拟题 

4 人生之舟 思路要清晰 有条理地叙事 叙述事件 记叙文 这天，我回家晚了 

5 动物与人 如何突出中心 抓住线索突出中心 叙述说理 记叙文 餐桌前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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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想象之翼 发挥联想和想象 虚几笔实几笔 虚实结合 记叙文 憧憬未来拟题 

7 

七年级 

下册 

群星闪耀 写出人物的精神 用细节点亮作文 细节描写 记叙文 这样的人让我 

8 家国情怀 学习抒情 让语言充满情味 抒发情感 记叙文 乡情拟题 

9 凡人小事 抓住细节 写出生活细节中的趣味 趣味叙事 记叙文 照片里的故事 

10 修身正己 怎样选材 选取典型事件表现主题 选材立意 记叙文 我的一天 

11 生活哲理 文从字顺 托物言志 构思立意 抒情散文 选物拟题 

12 科幻探险 语言简明 简洁叙事，细腻写景 叙事写景 写景散文 写景拟题 

13 

八年级 

上册 

变化社会 学写消息 写好标题和导语 谋篇构思 消息 报道学校新闻 

14 生活记忆 学写传记 多角度刻画人物 刻画人物 人物传记 选家人拟题 

15 自然美景 学习描写景物 借景抒情，摇曳多姿 借景抒情 写景散文 窗外 

16 情感哲思 语言要连贯 让叙述一波三折 叙述事件 记叙文 节日拟题 

17 文明印记 抓住特征说明事物 抓住特征说明事物 选材立意 说明文 介绍事物拟题 

18 品格志趣 表达要得体 得体地表达 表情达意 应用文 倡议书或邀请函 

19 

八年级 

下册 

民风民俗 学习仿写 点几笔，面几笔 讲究条理 记叙文 课文仿写 

20 科学事理 说明的顺序 按一定顺序说明 讲究条理 说明文 选事理拟题 

21 养性怡情 学写读后感 选一个角度评论文学作品 构思立意 读后感 自拟题目 

22 思想光芒 学写演讲稿 用机智的语言表现你的灵气 叙事说理 演讲稿 演讲稿拟题 

23 江山多娇 学写游记 景几笔，人几笔 记游写景 游记 游记拟题 

24 情趣理趣 学写故事 写一个漂亮的风头和豹尾 谋篇构思 记叙文 趣事或趣人拟题 

25 

九年级 

上册 

鉴赏创作 学写诗歌 让语言表达含蓄而隽永 构思立意 诗歌 诗歌拟题 

26 砥砺思想 观点要明确 观点鲜明地说理 议论说理 议论文 围绕时政热点拟题 

27 游目骋怀 议论要有据 围绕观点选取典型材料 议论说理 议论文 谈诚信 

28 青春年少 学习缩写 繁简得当 选材立意 缩写文章 选文缩写 

29 锤炼思想 论证要合理 有力论证与反驳 议论反驳 议论文 知足与快乐拟题 

30 人物百态 学习改写 裁冰剪雪写出人物的性情 剧本改编 改课本剧 拟题改编课本剧 

31 

九年级 

下册 

生活咏叹 学习扩写 渲染烘托，铺垫陡转 扩写诗歌 扩写文章 依所给诗歌扩写 

32 人物画廊 审题立意 精准审题，立意更有深意 审题立意 记叙文 翻过那座山 

33 家国之思 布局谋篇 抑几笔，扬几笔 谋篇布局 记叙文 在路上 

34 读书鉴赏 修改润色 借诗文句为文章增色 构思立意 人物美文 我心中的苏轼 

35 舞台人生 学写剧评 谨严的议论结构 议论说理 议论文 写一篇剧评 

36 浩然正气 有创意地表达 让语言表达更准确灵动 创意表达 记叙文      的滋味 

这一体系把初中作文教学形成完整的序列，循序渐进地进行

训练，缓解作文教学坡度，降低作文学习难度，真正把教材由“僵”

变“活”了。 

⒋“微点·亮点”作文评改模式。 

以“导改——自改——互改”为基本环节，把作文评改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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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老师、自我和同学围绕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教师用范例

“导改”，旨在教给学生作文修改的方法；自改贵在让学生和文

本对话，进行自我观照、自我反思、自我肯定和自我提高；互改

是让学生当读者来提修改意见，互相学习、借鉴。 

⒌“微点·亮点”作文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从教学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内涵等三个维度，确立二级指

标 9 个，三级指标 20 个，制定了《“微点·亮点”作文课堂教

学评价标准》（见表 2），为教师实施课堂教学，构建教学资源

和评价课堂教学提供了标准。 

表 2  “微点·亮点”作文课堂教学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分值 评价得分 

教学设计 

生活微点 有明确的“生活微点”和“评点析点”环节 5  

作文亮点 有明确的“作文亮点”和“点亮作文”环节 5  

过程模式 教学过程能体现新“微点·亮点”作文基本教学模式 5  

素材立意 作文素材选自生活现实，做到以小见大，见真感情 5  

教学过程 

选点析点 

 

关注现实生活，能培养学生对自然、生活、社会的观察

力、发现力和洞察力。 
5  

能针对主题比较微点素材的写作价值 5  

能帮助学生对生活微点从大众和自我两个角度做品析 5  

能引导学生在价值视角下确定作文立意 5  

点亮作文 

 

对所选“作文亮点”能结合课文或文段搭建支架 5  

能以范例指导学生针对微点立意和亮点技巧构思谋篇 5  

能结合范例引导学生比较并确定最佳的点亮技巧 5  

能根据范例指导加以变通，写出有感情地个性作文 5  

评改反思 

 

能选择学生作文做导改范例，并做到规范的修改指导 5  

有指导自改环节，规范指导学生自改作文，并作评价 5  

有互改环节，并对互改做指导性评价 5  

能呈现教师课堂教学总结，对学生的反思有指导性 5  



 

- 12 - 

能引导学生突出选点析点、点亮作文和评改反思 5  

教学内涵 

教学内容 

 

有详实的范文片段，多样的媒体手段，丰富的教学方法，

点睛式的总结，有学生的交流碰撞。 
5  

适合学生发展水平，容量合理，表述准确，体现个性。 5  

课堂文化 教学体现平等、民主、合作、参与、交流和创新 5  

综合评价 

定量评价 合计得分：                          评价等级（A、B、C、D）： 

定性描述  

综合等次 （优秀、良好、一般、较差） 

⒍构建了“微点·亮点”作文教学资源库。 

围绕“微点·亮点”作文训练体系，编写了配套教学设计，

制作了配套教学课件，建成了教学资源库，为“微点·亮点”作

文教学成果的应用推广打下了基础。 

四、效果与反思 

（一）成果应用过程及效果 

2018 年 5 月起，本成果在高台三中、城关初中和高台二中

推广应用，同年 7月，《“微点·亮点”作文教学成果应用研究》

被批准确立为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号：

GS[2018]GHB1745）。2021 年 4月完成结题，同年 9月通过省级

鉴定（鉴定证书号：GSGB[2021]J2768）。在推广应用实践中，

研究团队进一步优化了课堂教学模式和评价标准，并结合统编版

初中语文教材的作文教学内容和要求，编订了“新‘微点·亮点’

作文教学训练体系”，并构建了与之配套的新教学资源。 

三年来，本成果在三所初中七至九年级 11 个班级的语文教

学中推广应用，有 6名教师 478名学生直接参与了成果应用研究，

并以公开课、示范课、讲座和交流研讨等形式，辐射带动 3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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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习借鉴，应用成果资源实施教学，有 3700 多名学生从中

受益。 

应用实践表明，“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理论，为初中语文

教师呈现了一套循序渐进的作文教学方案和范式，提供了配套的

教学资源范例，使教师的作文教学有了抓手，变得更加轻松。研

究结果显示，应用本成果能明显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为学生积

累作文素材，选材立意打开思路，找到源头活水，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学生作文内容空洞、情感贫乏等问题，提升了学生作文的整

体水平，学生作文表情达意、抒情审美的语用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应用实践也表明，本成果能明显增强教师的作文教学积极性，优

化教师的作文教学过程和作文评改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师

的作文教学生态，具有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 

同时，该成果的研究实践有力推动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

了成果应用学校的作文教学改革与发展，提高了学校语文教学的

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成果研究实践过程中，团队成

员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9 篇，其他研究论文 8 篇，参与完成教育

科研成果 6 项，有 20 多人次在省、市级业务竞赛中获奖，有 5

人次在县、市级优质课评选中获奖；成果负责人张晓玲在“一师

一优课”评选中 1 次获“部优课”奖，“省优课”1 次获一等奖，

1 次获二等奖。所有参与研究的教师均承担过校级示范课、观摩

课，课堂教学评估均被学校评定为 A 等，负责人张晓玲还承担县

级观摩课 1 次。成果受益学生中，有 10 人在省级征文竞赛中获

奖，有 64 人在校级作文竞赛中获奖，有 30 多篇获奖作文被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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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刊物《湖畔文学》和《钟声》刊登发表；有 1人在“鲁迅青

少年文学奖”甘肃赛区比赛中获奖；团队成员有 6人次获县级以

上作文指导奖，1 人荣获“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优秀指导教师奖。 

（二）成果研究应用反思 

1.“微点·亮点”作文教学在选材上主要关注学生的生活，

过于强调作文素材生活化，导致作文教学选材宽度不够；过于重

视写作方法技巧的教学，作文类型大多限于写实性文章，以写景、

叙事、说理类文章为重，作文类型多样化不足，灵活性不够。调

查研究发现，研究对象中也有人提出了“作文题材可以再广泛一

些”“适当多一些想象作文、虚构作文”等教学建议。 

2.本成果的研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控制组学生的

作文指导，缺少作文教学干预，缺少作文选材和方法的指导与训

练。这是实验研究设计时没有顾及到的问题，当然，也是实验研

究对照的需要。 

以上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今后，研究团队将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优化教学模式，改进评价标准，提高课

堂效率；拓展题材范围，增加作文选材宽度，开展多类型作文教

学训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的资源，推

动成果推广应用走向深入，提升成果应用的效益。 

“微点·亮点”作文教学研究课题组   

2021年 11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