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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設計名稱：寫人物，訴真情               所屬學科：中文科 

所屬類別：人物寫作單元                 應用年級：初中二年級 

涉及教材：啓思《中國語文》（二下）      試教日期：2010.3.16—4.16 

 

教學目標： 

1.讓學生掌握觀察人物的方法 

2.讓學生掌握描寫人物的手法（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 

3.讓學生掌握突出人物性格特徵的寫作方法 

4.讓學生在描寫人物的過程中自然抒發情感 

5.讓學生通過品讀經典作品，從模仿開始學習寫作 

6.讓學生通過寫作文二稿學會修改作文 

7.讓學生懂得欣賞、學習他人習作 

8.讓學生獲得寫作的成就感 

 

主要内容： 

1.以“讀”帶“寫” 

(1) 復習學過的寫人的課文：《背影》《晨》《藥罏 母親》《我的老師》 

                     《差不多先生》《補鞋匠》等 

(2) 引用寫人名段名篇作爲指導：《阿長與山海經》《老人與海》 

              《三國演義》《西遊記》《射雕英雄傳》《烏龍山剿匪記》等 

2.教授人物寫作的方法 

(1) 正面描寫方法：肖像描寫、動作描寫、語言描寫、心理描寫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

(2) 側面描寫方法：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3.課堂遊戲 

(1) 看照片、寫外貌     （2）看動作、猜人物 

(2) 聼語言、猜人物     （4）看習作、猜人物 

4.系列寫作 

(1) 人物片斷描寫，突出人物性格特徵 

（肖像、語言、動作、心理、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2) 大作文，訴真情 

A 寫熟悉的人——認識他人，心存感激 

B 寫小人物——留意卑微人群，感悟社會人生 

C 寫自己——認識自己、反思自我 

5.習作指導 

(1) 課堂集體講評指導 

(2) “一對一”面批指導 

(3) 用評語指導 

6.習作修改 

   所有片斷描寫均要求學生在學習新知識後寫“作文一稿”，在聼講評後修改

成“作文二稿”。課堂上有時也留十分鈡左右給各小組進行修改活動，組内成

員互相點評、修改。 

7.整理寫作冊 

    包含：寫作進度表、課堂筆記、習作一稿、習作二稿、評分表 

8.優秀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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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本單元中較優秀的習作片段以及考場佳作整理成冊。 

 

創意特色： 

1.以“讀”帶“寫” 

既能復習已學文章，又能與課本單元教學目標一致；既能拓寬閲讀面，又能

給學生一個模仿描寫的“文學樣板” ，達到“臨摹”的效果；語言學習就是一個輸

入與輸出的循環過程，只有足量的“讀”（輸入），才能帶出一定量的“寫”（輸出）。 

2.由淺入深，由部分至全篇，構建系列 

人物描寫向來是學生難以動筆的一個題材，本設計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從

最淺顯易懂的“人物肖像描寫”入手，從短小的片段描寫入手，一步一步地構建出

人物描寫的系列作文，降低人物描寫的“寫作門檻”，減低學生的畏難情緒。 

3.寓教於樂 

設計相關的課堂遊戲，消除課堂沉悶感，讓學生真正“動”起來，發掘語言文

字的趣味性。 

4.指導形式系統化、多樣化 

作文講評、指導形式多樣化，有課堂集體評講、師生一對一面批、小組學生

互相點評、教師批語點評等形式，無論是從“面”還是從“點”都能讓學生了解自己

習作的優劣。 

5.善於利用課堂時間，及時反饋 

除了傳授寫作技巧知識外，課堂時間也是學生交流進步的黃金時間。在課堂

上留五至十分鈡給學生自由討論、相互評改作文是本設計的一大特色。另外，如

果是兩節課的教學課時，一般會讓學生在學習新知識後馬上寫作或修改習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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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更重要的是一改舊作文課堂學生反饋滯後的詬病。 

6.強調習作修改 

本設計強調作文的修改。要求片斷描寫均寫“一稿”和“二稿”。習作一稿是在

老師傳授新的寫作技巧後當天的作業，“二稿”一般在老師評講後或小組點評後當

堂修改。通過兩次的習作，讓學生對所學知識掌握得更加鞏固，也讓學生看到自

己進步痕跡。 

7.習作冊 

每位學生均有個人單元習作冊，内含本寫作單元的教學進度表，也是學生的

單元評分量表。同時，教師要求學生將課堂筆記、習作一稿、習作二稿以及所有

的修改稿件一併存放在習作冊中，形成有序、有系統、有記錄的單元學習冊。 

8.優秀作文冊 

單元學習結束後，由教師搜集學生優秀習作片斷，整理成冊，附上所有作者

的姓名，將作文冊印發全校。這樣做大大加強了學生在寫作學習路上的成就感，

增強了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5

目次 
 

試教進度表....................................................................................................................7 

教案................................................................................................................................8 

（一）肖像描寫 ........................................................................................................8 

（二）肖像描寫習作講評 ......................................................................................12 

（三）語言描寫、行動描寫 ..................................................................................16 

（四）語言描寫、行動描寫習作講評 ..................................................................19 

（五）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23 

（六）人物烘托、環境烘托習作講評 ..................................................................27 

（七）心理描寫 ......................................................................................................29 

（八）心理描寫習作講評 ......................................................................................32 

（九）片段描寫小結 ..............................................................................................35 

（十）閲讀拓展 ......................................................................................................37 

（十一）如何寫好寫人記敍文 ..............................................................................39 

（十二）“小人物，大視野” ..................................................................................42 

（十三）“這就是我” ..............................................................................................45 

試教評估......................................................................................................................48 

反思與建議..................................................................................................................50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6

參考資料......................................................................................................................51 

附件説明......................................................................................................................52 

附件一：學生習作冊樣例 

附件二：優秀作文集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7

試教進度表 

 

課題内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習作安排 

（一）肖像描寫 2010.3.16 1 一稿 

（二）肖像描寫習作講評 2010.3.18 2 二稿（堂上） 

（三）語言描寫、行動描寫 2010.3.22 1 一稿 

（四）語言描寫、行動描寫習作講評 2010.3.24 1 二稿 

（五）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2010.3.25 2 一稿（堂上） 

（六）人物烘托、環境烘托習作講評 2010.3.26 1 二稿 

（七）心理描寫 2010.3.30 1 一稿 

（八）心理描寫習作講評 2010.3.31 1 二稿 

（九）片段描寫小結，整理習作冊 2010.4.1 2  

（十）相關文章閲讀拓展 2010.4.12 2  

（十一）寫人記敍文 2010.4.13 1 一稿 

（十二）寫“小人物” 2010.4.15 2 一稿（堂上） 

（十三）寫自己 2010.4.16 1 一稿 

 
注：1. 習作安排若標記為“堂上＂，代表在課堂時間内完成習作，其餘均安排為當天的作

業。 

2．除片段作文外，三篇大作文的“二稿＂與講評課的形式以教師單獨面批或寫評語進

行作文指導，然後挑選優秀的“二稿＂在優秀習作冊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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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一） 肖像描寫（2010.3.16） 

——將文字變成“照片”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瞭解人物描寫的基礎——觀察 

2. 讓學生從課文的肖像描寫片段暸解人物肖像描寫的特點 

3. 讓學生賞析經典文章的肖像描寫片段 

4. 讓學生嘗試人物肖像描寫 

教學重點 

1. 解釋寫作中的“觀察”及其重要性 

2. 幫助學生初步感知人物肖像描寫的特點 

3. 幫助學生品析經典段落的肖像描寫 

4. 指導學生進行第一次的人物肖像描寫 

教學內容 

1. 介紹寫作中的“觀察” 

2. 牛刀小試——觀察照片寫外貌 

3. 回顧單元課文肖像描寫片段 

4. 品讀經典文章肖像描寫片段 

5. 佈置作業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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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導入（2 分鍾） 

回顧學生小學時寫作的情景，回顧學生寫自己的媽媽都有“千篇一律”的

詬病。教導學生建立“將文字變成照片”的寫作概念，用文字展現人物風采！ 

 

2. 人物描寫中的觀察（10 分鍾） 

（1） 為什么要觀察：沒有觀察，就沒有作文；沒有觀察，作文就失去真實

感 

（2） 怎么觀察：用著名作家艾蕪先生的話解釋 

（3） 人物描寫的主要觀察目標：肖像、語言、動作 

 

3. 牛刀小試——觀察照片寫人物外貌（8 分鍾） 

（1） 展示魯迅先生的照片 

（2） 學生口頭描繪魯迅外貌 

（3） 展示範文，分析人物描寫應抓住人物的“特徵”，做到“傳神”。 

 

4. 單元課文回顧（10 分鍾） 

（1） 回憶選段出處 

（2） 找出肖像描寫部分 

（3） 分析肖像描寫展現人物的特點 

（4） 具體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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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藥罏 母親》 《我的老師》 《差不多先生》 

 

5. 經典文章品讀（5 分鍾） 

（1） 根據積纍，說說選段出處 

（2） 找出肖像描寫部分 

（3） 根據肖像特徵，猜猜人物 

（4） 具體篇目： 

《三國演義》（關羽）     《射雕英雄傳》（黃蓉） 

 

6. 寫作指導（3 分鍾） 

（1） 觀察要仔細 

（2） 要突出人物身份特徵 

     

7. 佈置作業（2 分鍾） 

仔細觀察一位同學或老師，用 100 字描寫他/她的外貌 

 

教學反饋 

1. 本課為寫作單元第一節課，為引發學生的寫作興趣打下基礎，讓學生明暸寫

作的目的，特別是寫人物的目的，讓學生對人物肖像描寫有初步的感知。課

後不少學生“如夢初醒”，覺得小學時寫自己的母親簡直是一種“無意識”行為。

2. 學生對寫作的“觀察”仍一知半解，後面要加強練習。 

3. “牛刀小試”環節，學生反映熱烈，描繪出不同的“魯迅”形象，如果時間允許，

建議增加練習機會。範文的指導效果明顯。 

4. 課文回顧環節加深了學生對學過課文的印象，達到了“溫故而知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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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典文段品析引起學生的閱讀興趣，部分學生認為“文字版”的黃蓉比任何“電

視版”黃蓉都要漂亮。同時也引起了他們閱讀經典文章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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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肖像描寫習作講評（2010.3.18）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暸解本次習作總體優劣情況 

2. 讓學生從“老師修改文”和“同學典範文”中學習人物肖像描寫的方法 

3. 通過比較，讓學生領悟人物肖像描寫的特點 

4. 讓學生在堂上學以致用，當堂修改作文 

教學重點 

1. 分析本次習作的優劣 

2. 總結習作的不足之處，並用學生範文加以分析 

3. 強調人物肖像描寫應突出人物特點 

4. 堂上指導學生修改作文，寫出第二稿 

教學內容 

1. 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優點 

2. 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缺點 

3. 根據存在的三個缺點分別投影具有代表性的學生習作，教師通過遊戲、講評

修改等，與學生一起修改、討論習作 

4. 比較描寫同一個人物的習作，分析各自優劣 

教學課時 

兩課時（8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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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1. 分析本次習作的優點（3 分鍾） 

（1）語言簡練    （2）描寫集中    （3）部分突出人物特點 

 

2. 分析本次習作的缺點（2 分鍾） 

（1）描寫順序淩亂  （2）沒有突出人物特點   （3）觀察不細緻 

 

3. 就習作總體缺點進行分項講評（35 分鍾） 

（1） 描寫順序淩亂 

①  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 

② 排序遊戲——把習作按原來的順序劃分為 10 個句子，讓學生按一定

的描寫順序進行重新排序。 

③ 根據學生的排序結果，介紹相關的人物肖像描寫順序 

A 整體——局部   B 普通——特殊  C 前後關聯 

④ 與學生一起確定最終排序 

⑤ 修改重新排序後的作文 

 

（2） 沒有突出人物特點 

①  猜人物遊戲——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讓學生猜猜文中描寫的人

物 

② 分析學生猜測不準確的原因：文章沒有突出人物特點 

③ 講解何為人物肖像特點 

A  與衆不同的外貌特徵    B 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的外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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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投影能突出人物特徵的習作，讓學生猜人物，並分析習作優點 

 

（3） 觀察不仔細 

① 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讓學生猜猜文中描寫的人物——猜人物遊戲

② 習作比較，突出描寫中的細節 

 

4. 總結肖像描寫的要點（2 分鍾） 

（1） 描寫順序有條理   （2） 突出人物特徵   （3）觀察需細緻 

 

5. 比較描寫同一人物不同寫法的學生習作（8 分鍾） 

（1） 甲文優點 

（2） 乙文優點 

（3） 乙文比甲文優秀之處：將描寫“動態化” 

例句：“他説話的時候，鬍子會在臉上跳動。” 

 

6. 堂上修改肖像描寫一稿（30 分鍾） 

（1） 學生當堂修改，下課前交第二稿 

（2） 教師對個別學生進行堂上指導 

教學反饋 

1. 作文講評及時，一般在作文遞交的隔天，使學生熱情更高。 

2. 講評加入排序遊戲和猜人物遊戲，讓課堂充滿活力。 

3. 投影學生習作，讓學生有強烈的參與感，即使自己的文章被作為“錯誤示範”

投影，學生們也感到很高興，因為他們認爲與老師和其它同學一起分析修改

後，自己的寫作會獲益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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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學生“一稿”習作分析不足，並歸納總結，讓學生印象更清晰。 

5. 當堂修改作文，學以致用，不僅讓學生印象深刻，又節省了回家的作業時間，

受到學生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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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言、行動描寫（2010.3.22） 

——將文字變成“影片” 

教學目標 

1．讓學生從課文的語言和行動描寫片斷了解人物語言和行動描寫的特點 

2．讓學生賞析經典文章的語言和行動描寫片斷 

3．讓學生嘗試描寫人物的語言和行動 

教學重點 

1．講解語言和行動描寫的相關知識 

2．幫助學生品讀經典作品中的語言和行動描寫 

3．指導學生進行第一次的人物描寫習作 

教學內容 

1．行動描寫的相關知識：定義、課文回顧、經典品讀和技巧 

2．語言描寫的相關知識：定義、課文回顧、經典品讀和技巧 

3．語言和行動描寫的綜合：課文回顧和經典品讀 

4．佈置作業 

教學課時 

兩課時（8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導入（5 分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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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建立“將文字變成影片”的寫作概念，用文字展現人物動態。 

 

2．行動描寫的相關知識 （20 分鐘） 

（1）遊戲 - 請一位同學進行角色扮演，只能做動作，不可加語言，其他人

猜出他/她所扮演的人物。從而帶出新知識：人物動作描寫典

型、傳神的重要性 

（2）定義 - 行動和動作的描寫 

（3）課文回顧和經典品讀 - 找出行動描寫部分，分析描寫展現的人物特點

（4）技巧 - 準確、傳神，力求突出性格特徵 

 

3．語言描寫的相關知識 （10 分鐘） 

（1）遊戲 - 請一位同學進行角色扮演，只能用話語，不可加動作，其他人

猜出他/她所扮演的人物。從而帶出新知識：生動的語言描寫

除了要寫出人物典型性話語，還要帶語氣、語調和態度。 

（2）定義 – 話語、語氣、語調和態度的描寫 

（3）課文回顧 – 回憶人物出處，分析展現人物身份和性格的描寫語句 

（4）技巧 – 習作文段要體現和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4．結合語言和行動描寫 （10 分鐘） 

（1）課文回顧 – 回憶文章出處，分析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課文篇目：《背影》《藥罏 母親》《補鞋匠》 

（2）經典品讀 - 分析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經典篇目：《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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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課堂練筆 （35 分鐘） 

   主要運用行動和語言描寫，用 100 字寫你身邊熟悉的一位老師或同學。 

 

教學反饋 

1．加入猜人物遊戲，讓知識更形象，課堂更有活力。 

2．課堂練筆環節能訓練學生的寫作效率。 

3.  學生在課后對這種“動態的文字”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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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言、行動描寫習作講評（2010.3.24）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暸解本次習作總體優劣情況 

2. 讓學生從老師修改的習作和同學典範的習作中學習描寫人物行動和語言的方

法 

3. 通過比較，讓學生領悟描寫人物行動和語言的特點 

4. 讓學生在堂上學以致用，當堂修改作文 

教學重點 

1. 分析本次習作的優劣 

2. 總結習作的不足之處，結合學生範文加以分析 

3. 強調描寫人物行動和語言應突出人物特點，言行統一，用詞細緻。 

教學內容 

1．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優點 

2．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缺點 

3．根據存在的五個缺點分別投影具代表性的學生習作，教師通過講評和比較習

作，與學生一起討論、修改 

4．歸納描寫人物行動和語言的要點 

5．佈置作業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0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優點 （5 分鐘） 

   （1）語言簡練   （2）行動描寫表現真實   （3）大部分語言描寫較經典 

 

2．分析本次習作的總體缺點 （5 分鐘） 

   （1）醜化描寫對象   （2）人物形象模糊   （3）言行未能體現人物性格/

品德 

   （4）人物言行與性格/品德不一   （5）人物言行描寫不細緻 

 

3．根據存在的五個缺點分別投影具代表性的學生習作，教師通過講評和比較與

學生一起討論、修改  （25 分鐘） 

   （1）醜化描寫對象 – 投影具代表性學生習作，強調“爲欣賞而寫”的觀點。 

   （2）形象模糊 

① 猜人物遊戲——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讓學生猜猜文中描寫的人物

② 分析學生猜不準人物的原因：文章沒有用典型和與衆不同的言行使人

物形象更鮮明 

③ 投影突出人物特徵的習作，讓學生猜人物，並分析習作優點 

④ 講解言行描寫：有個性、典型和與衆不同 

   （3）人物言行未能體現其性格/品德 

① 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讓學生猜猜文中描寫的人物有何性格特徵 

② 分析學生無法判斷人物的性格特徵的原因：人物的言行缺乏個性 

③ 投影能突出人物特徵的習作，讓學生猜人物，並分析習作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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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講解通過言行描寫體現人物的性格/品德的注意事項 

（4）人物言行與性格/品德不一 

① 投影具有代表性的習作，讓學生判斷文中描寫人物的行動和性格是否

吻合 

② 分析習作確定，強調言行和所想表現性格/品德要統一 

（5）人物言行描寫不細緻 

① 投影代表性習作：優劣各一篇，通過對比讓學生感受細緻行動描寫的

特點 

② 分析習作優缺點，講解言行描寫的注意事項：精選動詞，並加上適當

的修飾 

 

4．歸納行動和語言描寫的五個要點 （4 分鐘） 

   （1）因欣賞而寫   （2）人物言行有個性     （3）用言行體現人物性格/

品德 

   （4）人物言行性格/品德要統一   （5）精選動詞，並加上適當的修飾 

 

5．佈置作業 （1 分鐘） 

   回家修改習作，明天交。 

 

教學反饋 

1．作文評講時，學生熱情高。 

2．投影學生習作，讓學生有強烈的參與感，即使自己的文章作為“錯誤示範”，

學生們也感到很高興，因為在老師和其它同學一起分析修改後，獲益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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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據一稿習作特點分析不足，並歸納總結，讓學生印象更清晰。 

4.  再次鞏固了人物描寫的要求：突出人物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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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物、環境烘托（2010.3.25） 

——為主角配置“配角”和“舞臺”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了解人物的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的分類和區別 

2. 讓學生認識人物描寫中的人物烘托與環境烘托 

3. 讓學生在前一次的習作中適量加入人物的側面描寫 

4. 讓學生嘗試側面描寫 

教學重點 

1. 講解人物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的分類和區別 

2. 講解人物烘托的分類，賞析經典文段 

3. 講解環境烘托的分類，賞析經典文段 

4. 讓學生嘗試側面描寫人物 

教學內容 

1. 復習人物正面描寫，引出人物側面描寫知識 

2. 講解人物烘托類型，用經典篇目加以解釋 

3. 牛刀小試——在學生習作中加入適量的人物烘托 

4. 講解環境烘托類型，用遊戲解釋“環境”的作用 

5. 分析經典篇目中“環境烘托”的作用 

6. 小結人物側面描寫的類型與最終目的 

7. 課堂練筆 

教學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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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課時（8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復習人物正面描寫，引出人物側面描寫（5 分鍾） 

（1） 人物正面描寫：肖像描寫、語言描寫、動作描寫、心理描寫 

（2） 人物側面描寫：人物烘托、環境烘托 

（3） 區別：正面描寫——直接寫 

      側面描寫——間接寫、通過“配角”和“舞臺”展現“主角” 

 

2. 人物烘托（20 分鍾） 

（1） 定義：用他人的語言、行動表現主要人物 

（2） 分析“他人語言”表現主要人物 

——分析《三國演義》片段《徐庶‘走馬薦諸葛’》的語言 

（3） 分析通過“他人行動”表現主要人物的特點 

——《我的老師》中以“圍觀人群”的行為襯托主角孫涵泊 

（4） 牛刀小試——在前一篇“行動語言”習作範文中加入適量的人物烘托 

①  加入他人語言 

②  加入他人行為 

③  加入他人的表現/神情 

 

3. 環境烘托（20 分鍾） 

（1） 特點：千變萬化，有“目的”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5

（2） 遊戲：模仿數學老師的一句經典臺詞，放在不同的場合中，體會其不

同含義 

（3） 分類： 

①  用人物活動背景表現人物身份 

——《烏龍山勦匪記》土匪頭子的活動背景 

②  用相關景象展現人物特徵 

——與“四大美女”相關的景象 

③  將人物活動背景和相關景象結合 

——《補鞋匠》的環境描寫既表明人物身份又襯托出人物的性格特

徵 

 

4. 小結（5 分鍾） 

                           他人語言 

                人物烘托   他人行動                    目的 

人物側面描寫               活動背景      突出人物的特徵（身份/品質）

                環境烘托   相關環境 

 

5. 課堂練筆（30 分鍾） 

用適當的人物烘托/環境烘托手法，結合相關肖像、行動、語言描寫，用

一段話展現人物的特徵 

 

教學反饋 

1. 通過選篇的比較講解，學生對人物描寫的正面與側面描寫特徵更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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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經典文段中，學生基本上能分辨出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提高了他們讀名

著的興趣。 

3. 兩個遊戲均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創作靈感。 

4. 環境烘托的講解讓學生興趣大增，增加了課外知識。 

5. 人物側面描寫相對學生程度而言較難，所以教師基本上是鼓勵學生嘗試，並

且強調結合舊的知識（人物正面描寫）進行寫作訓練。 

6. 課堂練筆能訓練學生的寫作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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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人物烘托、環境烘托習作講評（2010.3.26）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明確人物側面描寫的目的性 

2. 讓學生交流習作，互助修改 

教學重點 

1. 通過對學生的習作點評，明確人物側面描寫的目的 

2. 小組同學交流習作，互助修改 

教學內容 

1. 復習人物描寫 

2. 展示有特色的習作並分析 

3. 通過比較，區分有目的的側面描寫與無目的的側面描寫 

4. 小組交流，互評互改作文 

5. 佈置作業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復習人物側面描寫分類（3 分鍾） 

 

2. 展示有特色習作並分析（7 分鍾）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8

3. 人物烘托習作講評（8 分鍾） 

（1） 明確人物烘托目的 

（2） 比較無目的的人物烘托與有目的的人物烘托的習作 

 

4. 環境烘托習作講評（8 分鍾） 

（1） 明確環境烘托的目的 

（2） 比較無目的的環境烘托與有目的的環境烘托的習作 

 

5. 展示人物烘托與環境烘托相結合的優秀習作（4 分鍾） 

 

6. 小組交流，互評互改作文（10 分鍾） 

 

7. 佈置作業 

        根據上課的講評以及組內成員的建議，修改作文一稿並抄正。 

 

教學反饋 

1. 人物側面描寫對學生而言相對較難，但是很多學生都能在老師的講解與範文

的欣賞後勇敢地嘗試，而且習作中不乏有創意而又優秀的作品，這給了教師

一份驚喜。 

2. 本課通過比較優劣習作，讓學生加強人物側面描寫的目的性，這種效果能完

全體現在學生的二稿當中。 

3. 學生的優秀習作有着出人意料的示範作用，不少平時寫作熱情不高的學生看

到同齡人的優秀作品後更有一種嘗試的動力。 

4. 小組的交流與互改，給學生提供一個交流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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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理描寫（2010.3.30）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了解人物心理描寫 

2. 讓學生品讀名篇中的心理描寫段落 

3. 讓學生嘗試對人物心理進行細膩的描寫 

教學重點 

1. 講解人物心理描寫相關知識 

2. 指導品讀名篇中的心理描寫 

3. 設置情景，指導學生嘗試寫人物心理 

教學內容 

1. 講解心理描寫相關知識 

2. 回顧課文的心理描寫片段，分析其作用 

3. 品讀名著中的心理描寫片段 

4. 設置情景，指導學生進行人物心理片段描寫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導入（2 分鍾） 

用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言導入，說明人的內心是廣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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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理描寫相關知識（10 分鍾） 

（1） 定義：通過人物內心思想活動，反映人物思想性格 

（2） 作用：反映人物思想性格 

（3） 一般的語言標誌：想 

（4） 出現條件：A 特定環境  B 關鍵情節  C 伴隨人物動作、表情等 

 

3. 回顧課文中人物的心理描寫片段，分析其作用（10 分鍾） 

（1） 找出文段心理描寫的語句 

（2） 分析心理描寫的作用 

（3） 涉及課文：《藥罏  母親》——特定環境中的人物心理描寫 

         《晨》——關鍵情節中的人物心理描寫 

 

4. 品讀名著中的心理描寫片段（8 分鍾） 

（1） 海明威《老人與海》：品析老人與鯊魚搏鬥時的內心世界 

——關鍵情節中的人物心理描寫 

（2） 莫泊桑《項鏈》：品析女主角戴上項鏈後的內心世界 

——伴隨動作的人物心理描寫 

 

5. 設置情景，小組討論（10 分鍾） 

（1） 五個情景 

①  考試看見別人作弊 

②  被校長叫到辦公室 

③  和父母吵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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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考試成績公佈前 

⑤  在路上見到一個乞丐 

（2） 各抒己見，說說自己準備怎么寫 

 

6. 佈置作業 

根據上面五個情景，運用心理描寫，結合動作與外貌描寫，用第一或第

三人稱寫一段話。 

 

教學反饋 

1. 名言導入，增加學生的積纍。 

2. 課文和名著的品讀，能讓學生有一個模仿的方嚮。 

3. 設置與學生日常生活有關的情景，降低了寫作難度，讓每個學生都有話可說。

4. 小組討論，能激起智慧的火花。 

 
 
 
 



寫人物，訴真情（人物寫作專題） 
中文 

2009/2010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32

 

（八）心理描寫習作講評（2010.3.31）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了解人物心理描寫的各種表現手法 

2. 讓學生在欣賞優秀習作後修改一稿 

教學重點 

1. 通過優秀習作介紹心理描寫的不同手法 

2. 指導學生對一稿進行修改 

教學內容 

1. 點評本次習作的優點 

2. 同題習作比較分析 

3. 指出具代表性的習作各自的優點 

4. 總結心理描寫技巧 

5. 同桌討論修改 

6. 堂上修改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 點評本次習作總體優劣（2 分鍾） 

（1） 優點：真實，能嘗試運用多種手法表現人物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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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點：心理描寫在文段中比重不多 

 

2. 同題習作比較分析，指出各自優點（15 分鍾） 

（1） 情景一：去校長辦公室 

①  優秀句子展示 

②  優秀文段展示 

 

（2） 情景二：考試成績公佈前——優秀文段展示 

（3） 情景三：與父母吵架後——優秀文段展示 

 

3. 總結心理描寫技巧（3 分鍾） 

（1） 運用適當的修飾詞   （2）配合動作與肖像描寫  （3）真實合理 

 

4. 同桌討論（5 分鍾） 

同桌互相劃出各自習作中心理描寫的句子，提出修改意見 

 

5. 堂上修改（15 分鍾） 

 

教學反饋 

1. 本次示範習作找了許多平時課堂表現不太突出的學生的作品，當他們看到自

己的習作被投影出來作為範文時，每個學生都相當激動。無形中確立了“寫作

非難事”的概念，也為部分能力較低的同學竪立了榜樣，讓所有學生提高了參

與寫作的熱情，並能相信“我手寫我心”就是一篇好作文。 

2. 堂上及時修改，不僅省卻了學生回家的作業時間，有立竿見影的效果。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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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通過學生課後上交的二稿可以了解課堂的教學效果，得到及時的教學反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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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片斷習作小結（2010.4.1） 

教學目標 

1．重溫並鞏固各種人物描寫的手法 

2．讓學生溫故而知新，了解自己的優缺點 

教學重點 

1． 通過整理筆記，重溫各種描寫手法，對不同的技巧有更系統的認識 

2． 通過整理文段，對自己的寫作優缺點有全面認識，改進短處，發揮長處 

教學內容 

1.筆記整理、補充 

2.文段整理、裝訂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重溫正面描寫的方法及技巧 （12 分鐘） 

（1）人物描寫需要觀察 

（2）肖像描寫 

（3）行動描寫和語言描寫 

（4）心理描寫 

 

2.重溫側面描寫的方法及技巧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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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烘托 

（2）環境烘托 

（3）技巧總結 

 

3.同學整理片斷習作 （15 分鐘） 

所有片斷練習發還給學生，讓他們按時間段進行整理，重溫自己在寫作訓練

中的“勞動成果”，並交流心得。 

 

4.佈置作業，並簡介作者與作品。（5 分鐘） 

閲讀兩篇課外閲讀：《我的老師》（魏巍）和《阿長與〈山海經〉》（魯迅），並

完成練習。 

 

教學反饋 

1.不少同學在整理筆記的過程中補充了許多個人的實踐體會和理解 

2.在整理自己這段時間辛苦得來的“勞動成果”時，同學們看到自己的進步，都覺

得很有成就感，對寫作的恐懼和厭惡也大大減低了。不少人還“摩拳擦掌”，十分

期待大作文的到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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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課外閲讀兩篇 （2010.4.12） 

—— 以讀帶寫 

教學目標 

1.拓寬學生的閲讀面，增加寫作素材 

2.通過優秀作品來指導詳寫和略寫 

3.讓學生感悟文章情感，引發對習作構思的思考 

教學重點 

1.如何對多事件進行詳略安排處理，突出人物形象 

2.如何細緻且真摯地抒發感情 

教學內容 

品析課外文段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我的老師》閲讀題講評 （15 分鐘） 

（1）分析主人公的形象和品質——熱愛孩子 

（2）分析作者為突出這一形象所選取的多個事例 

（3）如何進行詳略安排： 

 事件的安排體現出師生感情的一步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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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詳寫所用到的人物描寫技巧： 

 分析文中的肖像、動作和行爲描寫對突出人物形象，表現主題的作用。

    （5）全文的感情綫索 

 

2.《阿長與〈山海經〉》 （25 分鐘） 

（1）課文理解：圍繞長媽媽寫了哪幾件事？ 

（2）保姆阿長的形象和“我”對她的感情變化 

（3）思考魯迅爲何安排先寫與《山海經》無關的多個事件 

     豐富阿長的形象；欲揚先抑，增強真實感 

 

教學反饋 

1.學生理解《阿長與〈山海經〉》有些吃力，在老師的指導下能慢慢“消化”，進

而了解阿長的形象，也體會到作者的感情。 

2.以名篇做引導，可以激發學生的創作構思，為大作文創造良好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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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怎樣寫好寫人的記敍文（2010.4.13） 

教學目標 

1.讓學生掌握寫人記敍文的基本技巧 

2.讓學生在實踐中綜合運用人物描寫的方法 

教學重點 

1.指導學生通過典型事件突出人物特點 

2.安排文章的敍事詳略 

3.詳寫的技巧 

4.文章真情實感的流露 

教學內容 

1.佈置作業 

2.明確所寫人物特點 

3.圍繞人物特點選材 

4.安排詳略 

5.抒發感情 

6.思考並小組討論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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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佈置作業：明確寫作要求 （2 分鐘） 

運用學到的描寫方法，用 300-400 字寫你熟悉的一個人 

 

2.記敍文類型簡介 （3 分鐘） 

寫事爲主的記敍文 

寫人爲主的記敍文 

 

3.寫好寫人記敍文的四大步驟 （20 分鐘） 

（1）第一步：明確人物特點  

             重溫課文的人物形象 

             涉及課文：《藥罏母親》《我的老師》（魏巍）《我的老師》孫涵

伯 

（2）第二步：明確相關事件  

             重溫課文：多事寫人《差不多先生》 

    （3）第三步：安排詳略 

              典型——選取與中心相關的典型事件 

              有詳有略 

              什麽是詳寫？什麽是略寫？ 

               —— 《我的老師》假打真愛 VS 教讀詩歌 

              怎樣詳寫？ 

               —— 抓住人物的肖像、行動、語言和心理活動等方面特徵

進行描寫 

  （4）第四步：抒發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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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學生從内心最真實的感受出發，用“我手”去寫“我心”，

寫出你 

              對人物的感受。 

 

4.思考並小組討論當天的作業 （15 分鐘） 

 

教學反饋 

 上課首先告知學生寫作要求，使學生目標更明確，並能在教師指導過程

中思考題材，節約了作文構思時間。 

 在小組討論的過程中發現學生選材尚算典型，可對詳略的安排明顯缺乏

經驗，有點“不知所措”，在習作講評的過程中會再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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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小人物”，大視野（2010.4.15） 

教學目標 

1． 讓學生嘗試寫“小人物”，關注社會各個層面的人 

2． 讓學生嘗試觀察陌生人，拓寬學生的寫作視野 

3． 讓學生通過閲讀優秀佳作，啓發寫作思路 

教學重點 

1.引導學生關注社會上的“小人物” 

2.分析同類型佳作 

3.指導學生通過已學寫作手法，全面描繪陌生人 

教學內容 

1.解釋“小人物”定義以及描寫“小人物”的目的 

2.回顧人物描寫作文的兩种構思方法 

3.分析同類型佳作《看自行車的老人》 

4.堂上作文 

教學課時 

兩課時（80 分鍾） 

教學用具 

多媒體投影儀 

教學過程 

1.導入（5 分鐘） 

日常生活中有沒有關注那些你覺得地位低下的人？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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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 

   例如：課文《晨》的“小販”，《補鞋匠》的“補鞋匠” 

   從他們身上你看到了什麽？ 

 

2.解釋“小人物”以及描寫目的（5 分鐘） 

（1）“小人物”——社會底層的人，不被重視的人 

（2）描寫目的：關注社會各層面人士，開拓視野，引發對人生、對社會的思

考 

 

3.回顧人物描寫作文的兩种構思方法（10 分鐘） 

（1） 事件描寫法 

通過多件典型事件突出人物特點 

要求：事件典型，詳略得當——《我的老師》《阿長與〈山海經〉》 

（2） 細節描寫法 

通過細節展現人物特徵 

要求：在敍述一件事中展現細節，放大描寫的鏡頭，展現人物特徵 

 

4.分析同類型佳作《看自行車的老人》（15 分鐘） 

（1） 分析文章人物外貌描寫的作用： 

A 事件發生前的描寫作用——引出人物 

B 事件發生後的描寫——能加深讀者對人物精神的認識 

（2） 分析文章中環境烘托的作用： 

A 創設情境，為老奶奶的冒雨蓋自行車創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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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突出人物富有責任心的品質特點 

（3） 分析文章心理描寫的作用： 

    用心理描寫突出“我”的想法，帶動全文的主旨呈現，同時也是一

種“先抑後揚”的寫作手法。 

（4） 分析文章人物烘托的作用： 

    用其他人雨後看到自行車不濕的反應，襯托老太太雨中的艱辛。

（5） 總結：一件事寫人物，觀察要細緻，注意細節描寫和心理描寫的運用

 

5.堂上作文（45 分鐘） 

要求：（1）寫一位身邊的“小人物”（可以是門衛、清潔工、建築工等等） 

  （2）400-600 字，運用所學的人物描寫方法 

  （3）題目自擬 

教學反饋 

1．“小人物”的描寫對於本校學生而言有一定的難度，但我們訂立的目標是讓學

生接觸社會，拓寬寫作眼界，進而開始思考生活。學生課後均表示開始關注

社會底層人物，開始留意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也正是我們這次作文練筆

的目的。 

2．《看自行車的老人》對學生的佈局謀篇有一定的啓發。如果時間允許，可用同

類題材的作品作爲閲讀的補充。 

3．因爲是難度較大的作文，課堂時間稍顯不足。 

4．本次作文講評採用“評語”方式，因此不設講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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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這就是我（2010.4.16） 

教學目標 

1.讓學生熟練運用人物描寫的手法 

2.讓學生認識自我，了解自己 

3.讓學生再次練習寫人物作文的佈局謀篇 

教學重點 

1.復習人物描寫的手法 

2.講解寫“自己”應運用的手法 

3.寫作佈局謀篇的技巧 

教學內容 

1.復習人物描寫的手法 

2.“寫自己”的注意事項 

3.簡要列出寫作提綱 

教學課時 

一課時（40 分鍾） 

教學用具 

白板，白板筆 

教學過程 

1.導入（5 分鐘） 

寫過自己嗎？觀察過自己的内心嗎？你真正了解你自己嗎？ 

小組活動：請說說自己的性格，也可以舉例説明，然後問問其他同學是

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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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復習人物描寫的手法（5 分鐘） 

i. 復習：直接描寫，間接描寫 

ii. 問題：寫自己的時候，用什麽描寫方法最好？——心理描寫、動作

描寫 

 

3.講解寫“自己”的注意事項（15 分鐘） 

（1） 把自己當成最熟悉的人，列舉相關典型事件 

（2） 把自己當成一個陌生人，仔細觀察，發現平時未曾注意之處 

（3） 體察自己的内心，寫出一個與衆不同的自己 

（4） 問問身邊的人，看看能否寫出自己忽略的細節 

 

4.簡要列出寫作提綱（15 分鐘） 

（1） 選擇典型事件 

（2） 合理安排詳略 

 

5.佈置作業 

命題作文《這就是我》，400 字—600 字 

 

教學反饋 

1.許多學生第一次寫自己，感覺非常興奮，紛紛積極構思，誓要寫出一個真實而

又具有個性的自己。 

2.寫自己多為“多件事”描寫，因此堂上要求列提綱，能讓學生心中有思路，並根

據人物特點進行詳略處理。 

3.從所收的作業情況看，學生對這個題目的作文較爲感興趣，並且寫得生動、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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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這麽多篇練筆中最好的一篇。 

4.由於是大作文，所以以教師與學生“一對一”面批形式指導學生進行習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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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本計劃試教爲期三周，以下將從知識技能的傳授、情感態度的培養、課堂利

用與教學反饋三方面對本設計進行評估： 

 

一、知識技能的傳授 

傳統的作文教學雖然根據課本單元進行編排，但缺乏繫統性、連貫性和指導

性。學生往往在混沌不清的狀態中進行學習與寫作，沒有經典文章作為範文，缺

乏寫作模仿樣板。本設計倡導“以讀帶寫”，教會學生用眼去觀察，用筆來描寫。

以語言學習輸入與輸出之間的關係作爲理論，用同類型閲讀材料作爲“導寫”，一

方面復習已學課文，達到“溫故知新”的目的；另一方面引用經典文學作品片斷，

拓寬學生的閲讀面。 

作文的提高貴在勤練筆，本設計立足于此，形成“學習——實踐——再學

習——修改——再實踐”的習作訓練模式，讓學生通過習作的“一稿”與“二稿”，

在學習後練筆，從練筆中學習。學生們正是從自己的“一稿”與“二稿”中看到了自

己的進步。 

在指導學生寫作方面，本設計也采用了多種形式，有教師全班講評，也有小

組互評互改，還有師生“一對一”面批以及教師的評語批改。各種形式在課堂和課

後互相補充，能全面地讓學生了解自己寫作的水平，受到師生的一致好評。 

 

二、情感態度的培養 

寫作課從來都是學生最不喜歡的課型，總是擺脫不了“沉悶、深奧”的“惡名”。

本設計根據學生的學習接受能力，設計出多種相關遊戲，活躍了課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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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設計從人物寫作的最基本開始，由淺入深地讓學生逐步學習，逐步

嘗試寫作，由片段到全篇，大大減低了學生的畏難情緒。在講評課上，只要是好

的句子，好的習作片段，都會投影並在全班表揚，讓所有學生都存有一份被表揚

的期待。到了單元結束的時候，學生們還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在《優秀作

文集》中，那份成就感可想而知。試教後，我們明顯發現學生學習寫作的熱情提

高了，並紛紛期待着下一個寫作單元的到來。 

    同時，本設計還關注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人文素質的養成。我們在教學生觀

察、描寫人物的過程中，強調其對人物的了解過程，同時教導學生在習作中傾注

對筆下人物的情感。我們提倡“因欣賞而寫”，將描寫與抒情自然地融合，讓筆下

的人物更有特點，更具情感。讓學生寫自己熟悉的人、寫社會底層的人甚至是寫

自己，進一步引發學生的人文思考，讓他們學會關注社會、反思自我。 

 

三、課堂利用與教學反饋 

    傳統的作文教學，課堂時間往往是老師滿堂灌，學生囫圇吞棗。本設計將課

堂時間進行適度調整，有教師傳授，也有學生交流；有遊戲活動，也有集體品讀；

有互評互改，也有堂上練筆。務求最大限度地發揮寫作課堂的功效。 

    傳統作文教學反饋較慢，教師指導後往往不能及時給學生一個消化運用的機

會，又或者讓學生在家中完成習作，上交後遲遲未能講評習作。在本設計的試教

過程中，如果有連堂，一定利用課堂時間，讓學生學以致用，即堂寫作；並且爭

取在學生完成習作的第二天進行及時批改講評。經過試教實踐後，學生對教師的

及時批改講評給予了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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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建議 
 

由於本校的主要教學語言以英文爲主，學生的中文水平比本地中文學校要略

低，因此本設計是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將作文教學盡量“細緻化”與“放慢化”，部

分教學環節節奏相應較慢。如學生水平較高，可以加快教學節奏，減少部分片段

描寫習作。 

對於作文的批改與講評，本次試教班學生人數為 25 人左右，因此若遇到大

班教學，教師可能未能及時對學生的習作進行批改與講評，建議將本設計分散在

課文講授的過程中進行。 

《優秀作文集》所選篇目均為學生的習作與考場作文，爲了增強指導性，建

議教師在印刷前再次對入選篇目進行指導並讓學生進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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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説明 
 

附件一：習作冊 

 

（一）習作冊封面：人物描寫專題單元評分表 

 把四個片段描寫和三篇大作文的標題、寫作日期印在封面，四個小片段每

次練筆滿分 10 分，三篇大作文每篇滿分 20 分，整個單元習作分數合共 100 分，

作爲本單元結束後學生的單元成績，體現出評價的“發展性”。 

 片段描寫列明一稿和二稿的分數，讓學生看到自己進步的幅度。 

評分表所表示的内容正是本單元的教學大綱，讓學生對所學知識有一個大致

的把握。 

 

（二）習作冊内含 

    學生課堂筆記     學生本單元所有習作稿 

 

附件二：人物描寫單元《優秀作文集》 

 

    將單元進行過程中教師點評過的、有代表性的學生習作（含句子、段落、篇

章）搜集整理，印刷成冊。同時加入考試中優秀的人物描寫考場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