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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来写作是一项基于学生当下生长并积极建立与未来生活优质连接的活动，具有多主体共生、多能力相协、多感官联通、

多活动相融、多学科共助、多场域开展等特点。开展未来写作活动需要全情投入当下生活，对未来生活充满想象，建构优质的

写作生态，以及全媒体积极助力。在当下写作时空中，未来写作提升了学生的理解力，有助于写作共同体的建立，与未来生活

建立优质连接，促进写作评价的重建，最终促使学生实现自由自觉的人生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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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Writing: from Exam-Oriented Writing to Lif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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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 Future writing is an activ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growth of students and actively establishes high-quality connection with

their future lif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ubject symbiosis,multi-ability coordination, multi-sensory connection, multi-activi-

ty integ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multi-field development. To carry out the future writing activity, one needs to be fully

immersed in the present life, be full of imagination for the future life, construct a high-quality writing ecology, and be actively assisted

by all media. In the current writing space and time, future writing improves students’comprehension, helps to establish writing commu-

nity, builds quality connection with future life, promo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writing evaluation, and finally promotes students to realize

free and conscious writing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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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测，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未来

学校的积极推动下，未来时空中的人们将会通过

更加多元化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以及虚拟空间中

的人、事、物进行智慧互联，这种生活样态在当下

已经萌芽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正可谓未

来已来或者正在到来。进入21世纪20年代，教

育改革持续进行，并且不断走向深入，在积极关

注教育世界中学生当下生命存在的同时，赋予他

们在未来时空中具备优异的表现能力已成为教

育的重要目的。写作教学承担着重要责任，在写

作中、通过写作培养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借

以“真正实现写作教学活动的人格化，将写作这

项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与人的生命成长、发展及完

善相联系”［1］。通过写作活动与学生的当下生

活、未来图景建立优质链接，更是未来写作的应

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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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写作的意涵与样态

写作是写作主体运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

进行书写，以掌握知识、认识自我、理解他人、进

行交流的重要活动，借以与自我、他人、社会建立

多向而积极的连接。作为一种写作样态，未来写

作是指教师以学生的当下生命成长乃至未来发

展为旨归，创设多元化的情境，布置富有挑战性

的写作任务；或者学生主动捕捉生活情境与学习

契机，持续思考并展开写作活动，是立足于学生

的当下生活并指向他们未来世界的活动样态。

未来写作既指学生作品的写就过程，又包括根据

特定目的，师生开展多元化的活动深化先前作

品，以增进理解、丰富意义的过程。教师积极策

划与学生不断创写形成的有效合力，助推未来写

作表现出多种样态，具体包括：班级播报、视频演

讲、百家讲坛、个人作品集（班报）、学生作品研讨

会①、脚本写作、微电影拍摄等形式，值得期待的

是，未来写作的成果表现形式“还可以是一个网

页、一个APP或者结合其他媒介的某种形式。譬

如说，游戏。游戏里面有个工种，叫做游戏策划，

和小说家的角色非常接近，都是先构筑一个世界

观，然后去创作一个故事，有人物、剧情、情感”［2］，

并基于故事进行表演，也构成了未来写作的重要

形式。未来写作的作品形式多样，既需要学生具

备较高的写作素养，又要求他们拥有创意策划与

表演能力，思、写、说、创、演等表现性乃至表演性

活动在未来写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由此可见，未来写作是学生知识、能力与精

神积极在场之下，发生在对所表达事物深度理解

的基础上，彰显出写作主体素养的动态化，写作

作品形成的过程性与长期性，写作成果样态的多

元化，折射出未来写作是以个体写作为原点，在

小组、集体修改完善与后期制作的基础上，逐步

完成的蕴含创意、项目化表达的建构性写作活

动。它既是个人心智努力的表征，又是小组、集

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生命的创造性存在。未来

写作的主体参与形式分为个体和集体两种，前者

包括视频演讲、班级播报、学生“百家讲坛”等；多

主体参与的形式包括学生作品研讨会、班级史

诗、全班共写日记、视频播报（这里指两人及两人

以上的播报形式）、微电影拍摄等。不同学生作

为主体参与写作活动，充分彰显了“学中写，写中

学；思中写，写中思；做中写，写中做”［3］63的有机统

一。未来写作是一项综合性活动与项目式学习，

增强了学生的理解力，丰富了他们的人生体验，

彰显了他们的主体地位，超越了应试写作，走向

生存写作，目的在于生命写作。长期浸润在这样

的活动中，连同语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共同开展

的多元化活动，学生将逐渐形成“全面占有自己

人生价值的理想人格”［4］208-209，这也是践行教育理

想的积极表现。

二、未来写作的特点

（一）多主体共生

一般而言，写作是一项个体性活动，具体流

程为：在特定的写作环境（多为教室）中，教师创

设写作情境，唤醒学生的生命体验，激活学生的

知识储备，帮助学生理解写作命意，促使他们运

用综合能力开展写作活动，并在特定时间内完成

作品，加上后期评价活动，构成完整的写作活动

链。未来写作与一般写作具有共通之处，比如，

前期作品的完成过程；与之不同的是，师生对未

来写作持有的理念与开展的实践发生了变化，加

之学生写作动机的差异性、写作目的的个体性，

无不彰显出具备多元智能的学生根据自身优长

完成作品，并且参与到作品的后续加工过程中，

从不同视角审视并完善作品，使之呈现出更加多

元化的样态。项目化、综合性作品的完成需要多

人合力贡献写作智慧，比如，班级史诗、全班共写

日记等活动内蕴着全班学生的力量，凸显出未来

写作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元化，成为学生教

育生活的集体书写；微电影脚本写作也需要凝聚

多主体智慧，进行共同写作；后期拍摄同样也是

一项有趣且充满挑战的活动，需要编剧智慧、挑

选角色、积极排演，整个过程需要多主体深度的

理解力与鲜活的表现力。其他样态的未来写作

活动，如个人作品研讨会、百家讲坛、班级播报

等，也需要多主体智慧以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在未来写作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遭遇主体性不

足、初期作品稚嫩等情形，在教师的积极推动与

写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将能够逐渐掌握写

作知识，增强写作能力，建构写作主体，促使未来

写作走向新的阶段。总之，未来写作或以个体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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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进行，或以小组参与、或以集体共写的方式开

展，连同后期加工，令作品在原有基础上呈现出

更加多元化的生命样态：或变身为视频演讲、班

级播报、微电影的脚本以及自导自演的微电影，

等等。学生多主体积极参与，并且充分发挥各自

优长，促使未来写作焕发出生命活力，进而丰富

了学生的人生体验。就此看来，未来写作多主体

共生背后是学生具备自由自觉选择写作样态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充分信

任、积极鼓励与多维践行，最终实现能力的有效

养成。

（二）多能力相协

写作原本就是一项需要多种能力相协调的

综合活动，未来写作因其内容丰富、形式多元，需

要在思、写、说、创、演等多种能力共同参与下，开

展写作并持续进行后期活动。这些能力相互融

合，形成有效合力，正如视频演讲、班级播报、百

家讲坛、微电影制作以及参与演出等活动，都是

在主体对写作内容不断完善并且深入理解的基

础上，经过反复演练而形成的综合能力。从作品

角度来看，多能力相协有助于作品以更多元、更

完善的样态呈现出来。从学生角度审视，完成自

己的作品设计或参与同伴的作品加工，一方面需

要学生个体内部多种能力协同运作，形成个体能

力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还要求学生与学生、学

生与教师之间能力与能力的联合共创，达到群体

能力的优势互补，不同个体多能力相协共同推动

未来写作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写就作品并以多元

化形式呈现出来。

（三）多感官联通

人体各种感官原本就处于联通状态，有时为

了研究需要将之拆开，分门别类加以训练与培

养。学生生命的应然状态为具身投入，身心具

浸，心智融入大脑，大脑融入身体，身体处于环境

中。未来写作的主体对自我、他人、社会葆有开

放的心态，充分打开并联通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触觉等感官，凝视生活，聆听生命，触摸事物，

品味人生。在未来写作过程中，学生自觉打开并

尽情体验感官的互联互通，打通自我生命，投入

到未来写作过程中，促使写作活动顺利完成，有

助于学生学习知识、增长能力、丰富情感、理解自

我、认识他人。正如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墙上

所题格言，“我听见了，但可能忘掉了；我看见了，

就可能记住；我做过了，便真正理解了。”［3］92它与

荀子强调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

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效儒》）”具有异

曲同工之妙，从另一侧面说明多感官联通并且协

同参与，对写作主体能够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未来写作作品后续加工的过程，亦需要感官互

通，进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力、积极的创造力与敏

锐的洞察力”［4］84。从感官互通意义上看，未来写

作作为综合性写作项目，蕴含着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积极创生。为了更好地完成未来写作，教师

可以根据“教材逻辑、心理逻辑、问题逻辑、活动

逻辑、生活逻辑等，重组写作资源，通过贯通、建

构、增补、赋境等处理，帮助学生建构认知世界与

意义世界”［3］17，进而寻求自我、发现他人，理解生

活。

（四）多活动相融

在未来写作活动中，“好奇、动手、体验、表

现，乃至关联成为学生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基

本方式，而整体的、生活的、经验的、真实的则成

为学生认知世界的显著特点”［3］37。教师需要破

除写作是静态而单一的观念，根据学生的认知

特点与心理需求，设置探究性、建构性的写作活

动，创设学生多“写”、多“说”、多“听”、多“思”、

多“表达”、多“表演”的教育情境，赋予未来写作

以多重意义，在动态化实践过程中帮助学生理

解所学，增强他们多方面的能力，丰富其学习体

验。在当下生活乃至未来世界中，学生接受新

事物的途径越来越多元化，获取新知的路径越

来越便捷，思维也表现出更加活跃的特点，如果

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学生在未来写作过程中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融写作、视频演讲、播报、

编剧、演出、网页制作、app设计于一体，写作活

动情境呈现出动态、丰富而多元的特点，正如钟

启泉所说，“在多元情境中教授的知识比在单一

情境中教授的知识更容易促进迁移”［5］。借助多

活动相融的未来写作，学生寻求到表达自我与

表现自我的合宜方式，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

式投入写作全程，被束缚的学生自我得到解放，

本质力量得以彰显。从形式上看，写作作品完

成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展的班级播报，增强了学

生的口语表达、思维应变、心理素质、情境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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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能力。在多元化写作活动中炼就的能

力，如果具备合宜的情境，则有助于迁移到其他

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也因此能够产生更加强

烈的写作兴趣与更为积极的学习状态，从更长

远的时空来看，则能够赋予他们在未来生活中

更加优异的表现。

（五）多学科共助

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具有天然的跨学科

属性，写作活动也因之打上了多学科融会贯通的

特点。作为综合性活动与项目式学习，未来写作

打破了语文学科本位，从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

有机联姻中获取了丰富的资源：从材料获取和运

用上来看，未来写作既有语文学科提供的丰富养

料，又离不开其他学科的积极贡献；从思维能力

养成来看，语文与其他学科共同承担着通过未来

写作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任务，并在实践过程中

加以优化；从方法上审视，汲取自语文学科所学

之法，同时借鉴其他学科，共同助力学生写作活

动的全程开展。比如，需要全班参与的“班级史

诗”“班级日记”，因为写作主体的兴趣不同，关注

点存在差异，写作心理需求不一，写作内容与形

式必将凸显出多学科共助的特点。不可否认，在

写作过程中，打开自我、联通学科、积极投入的学

生更容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悠远辽阔的

时空中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自由自觉联通

多学科知识、能力、方法成为必然。未来写作过

程中的“多学科共助要求学生突破学科界限，借

助多学科视角理解自我、理解世界、解决问题。

当然，多学科共助促进未来写作，充分理解有关

学科的知识理论尤为必要，并且有意识在不同学

科之间建立联系，开展未来写作，建构意义”［6］。

（六）多场域开展

一般来说，写作活动主要发生在教室，师生

共处一室，借助前期教师的指导，学生开展并完

成写作任务，加上后期的写作评价活动，构成完

整的写作活动链。相比较而言，未来写作活动往

往会突破教室，在多种场域中开展，其场域选择

原则集中表现为：一切有助于写作主体更好发

挥、促进作品更为完善的场所均向学生敞开，用

于开展未来写作。比如，身处教室的学生或者自

由写作，或者在教师的指导下修改完善作品；在

录音室或者在家中，录制演讲视频，将作品和演

讲活动完美融合；或者在班级微信群、微信公众

号、腾讯会议、钉钉等云空间进行班级播报；如果

进行微电影拍摄，则会根据剧本需要，选择合宜

的场景，完成拍摄工作。未来写作的后期制作活

动，是在多元情境中实现的作品“重撰”，既是对

前期写作的深度加工，又是对作品的情境化与丰

富性再现，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作品、自我、他

人乃至社会形成了更深的理解力。

三、未来写作的实施基础

（一）全情投入当下生活

“因为生命的基本特质是不断与外界进行交

换，具有主动寻求发展的能力。学生、教师、课

程、学校都是生命体，不断向外吸收，向内转

化。”［7］学生全情、热烈而积极地投入当下生活，如

饥似渴地进行“吸收—转化—再吸收—再转化—

……”的螺旋式上升活动，成为他们未来写作的

重要条件。学生个体的生活具有多相性与多维

性，表现为对当下生活的积极体验，全面而充分

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形成创造未来社会的广泛适

应力。“尽管对教学活动‘不感兴趣的’学生仍可

能进行学习，但是全身心积极参与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教育是学习者

自己积极努力参与的过程。”［8］76全情投入当下有

意义生活与学习的学生能够从中获取精神力量，

更好地建设写作资源库，拓展写作视野，提升写

作思维，也即安德烈·焦尔当所言，“当个体处在

一个赋予学习以意义的情境中时，学习就会得到

促进”［9］。

（二）对未来生活充满想象

根据学生写作知识的掌握、学习能力的培

养、教师写作教学的素养等条件，创设情境并提

出任务，是写作教学活动的常规形式，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的写作素养得到提升，对自我与生活

的理解也更上一层楼。不可否认，学生的生活境

域既根植于当下时空，又具有现实的超越性，故

而他们一方面基于当下需要进行生活，另一方面

对未来生活进行想象，或者对未来生活世界进行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预演或演练。写作成为连接

当下和未来生活的重要活动，未来写作更是学生

基于当下生活、创想未来的活动样态，投身当下

生活，在优质的写作生态中，学生努力获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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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能力、丰富体验，在现实时空中理解自我与

他人，进而理解生活；与此同时，以持久、深入的

写作状态想象未来生活，从而获得游刃有余开启

未来生活的能力。

（三）建构优质的写作生态

学生个性不一，智力优势存有差异，写作亦

能够为学生提供创造力彰显的空间。以多元智

能理论审视，学生存在不同的优势智力，反映在

未来写作活动上，则表现为有些学生擅长写作，

有些善于策划，有些则富有表现力，有些在网页

制作方面技高一筹，个别学生则集多种能力于一

身，在未来写作全程中如鱼得水，尽情发挥。学

生在写作的不同环节积极表现自我，赋予未来写

作以多重创意，他们淋漓尽致的表现得益于优质

写作生态的持续滋养：教师营造宽松的写作环

境，鼓励学生进行创意表达，为作品完成之后的

持续加工与不断完善提供多维度支持，甚至全程

参与学生的未来写作活动。正如未来写作的有

力倡导者与积极践行者王君所言，“与其说我在

教孩子们写作文，不如说我在努力为孩子们建设

一种理想的写作生态。在这个生态里，写作文不

是作业，不是任务，起码不仅仅是作业和任务。

在这里诞生的作品，像一棵棵树，每一棵都有自

己的根，都能开自己的花，都可以结自己的果。

这些树共同组成了一个大花园子。在这里，有人

在奔跑，有人在散步，有人在野炊，有人在吟诗，

有人在唱歌，有人在酣睡……总之，这里的每一

个生命都是自由的，舒展的。写作，就是这些生

命自然的生长和绽放。”［10］213作为富有创意的活动

样态，未来写作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是学

生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成为学生写作创意的自

由彰显，以及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进而解放了

学生的身体、联通了他们的心理，丰富了他们的

精神。

（四）全媒体积极助力

“数字化一代成长于万物互联互动的多媒体

数字化环境中，他们通过获得的信息主导自己的

行为和步调。”［11］当下学生即数字化一代的原著

民，他们身处全媒体覆盖的世界之中；在未来时

空中，个体更是与全媒体有机融合。因此，充分

发挥全媒体的积极作用，将写作活动与全媒体进

行联姻，已经成为推进未来写作活动不断优化、

走向深入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即师生开展写

作活动，写就作品，以及后期的不断深化，均离不

开全媒体的有力支持，脚本创写、视频演讲、班级

播报等活动尤其如此。有时，“为了确保演讲视

频更为引人入胜、精彩有趣，还可以整合视频、音

乐、动作或者其他等视觉材料。”［8］179总之，写作任

务的开展，尤其是后期活动制作在全媒体助力

下，促使作品更为完善，主体力量得到更加充分

的彰显。

四、未来写作的意义

（一）提升学生的理解力

写作是学生针对特定主题，经由教师指导，

借助一定材料，在特定时空完成的理解自我、

建构意义的活动，它需要调动多种感官、付出

心智努力才可能呈上完美之作。而未来写作

是学生站在当下、展望未来所进行的过程性、

综合性、项目式写作活动，内蕴着多角度理解

主题，创造性地运用材料，富有创意地呈现作

品等要求。当然，学生未来写作过程中的前期

作品肯定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经过长期不断创

写，学生的知识不断丰富，能力得到增强，他们

必将能够借助更为多元化的身份表达自己，理

解他人，建构意义。因为写作是意义建构的活

动，不断建构的主体身份，为未来写作的顺利

进行，以及后期开展的班级播报、视频演讲、脚

本创作、微电影拍摄等活动，对学生生命的丰

富、心灵的叩问、未来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有助于写作共同体的建立

在教育世界中，学生既作为个体性存在，又

生活在集体中，作为关系性存在，因为教育活动

的积极开展，师生聚集在一起，围绕写作活动，酝

酿构思，共同研讨，激发创意，完成写作活动，在

这一过程中，写作共同体应运而生。在写作共同

体内，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所开展的活

动，均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为了共同体内的

每一个成员能够更为优异地表现自己，并为每一

个成员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开展活动。未来写作

既是关于个人心灵的书写，也是小组或集体合作

的结晶，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写作中面临的挑

战，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聚集在一起，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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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方式联合共创，为作品的完美呈现创造了机

会，并且提供了可能。

（三）建立与未来生活的优质连接

未来写作突破了单一、狭隘、机械的写作样

态，表现为多元化的写作样态、多维度的活动形

式以及多向度的能力养成，既是建立在当下生活

基础上的积极书写，又颇具想象力地描绘未来生

活，储备未来生活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方法与视

野，提升思、写、说、创、辨、演等综合能力，丰富情

感体验，进而与未来生活建立优质连接。学生既

生活在当下，又对未来理想生活充满憧憬，因此

他们所开展的每一次未来写作活动，不但是当下

知识、能力、情感、体验的积极表现，而且也是为

实现理想自我所做的积极努力，正所谓在写作活

动中隐藏着未来生活的积极样态。当学生从当

下生活迈向未来世界，带着已经掌握的知识、形

成的能力、学会的方法、拓宽的视野，他们能够更

加自由且自觉地以多元化的方式书写生活，建构

意义。

（四）促进写作评价的重建

在当下写作教学中，经过长期实践，既形成

了针对一般学生的共性写作评价量表，也有教

师为特定年级学生量身定做的个性化量表，它

们共同构成了评价学生写作作品的衡量标准，

有助于完成对学生作品的评价，促进作品在现

有基础上达到不断完善。未来写作样态从写作

理念到写作实践都发生了变化，已有评价量表

在一定程度上仍旧具有积极作用，发挥着甄别

优秀作品、提升写作素养等作用，但还不足以完

成对学生未来写作作品的评价，因为未来写作

“不仅仅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和提交作业，还是

发现自我、展示自我、放大自我的过程”［10］253。作

品由内而外、自始至终无不蕴含着学生的心智

努力与实践智慧，因此作品完成时间的长期性、

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态、后期制作的心智

投入、由作品所带来的对写作主体乃至写作参

与者认知结构的改变等要素，都是评价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此看来，未来写作的评价呈现出

长期性、全程性、多要素、多主体等特点，这意味

着评价者突破原有评价标准，邀请多主体参与

评价，全方位考量参与写作任务的学生，针对写

作活动全程，多主体展开评价活动。“有些未来

写作作品运用传统写作评价标准，特别是以应

试作文标准进行衡量，可能算不上优秀之

作”［12］，但从全程视野、整体思维审视，作品融入

了写作者的积极思考，具有多主体参与性，以多

种活动样态表现出来，蕴含着写作主体以及活

动参与者共同的心智努力、创意表现与智慧共

生。未来写作的性质要求评价标准的重新设

定：将作品置于更为宽广的空间中以及更长远

的时间内，接受多主体、多维度、多层面的评价，

可以借助以表现与分享为特征的表现性评价

（performance assessment）进行评价作品，也即“通

过学生自己给出的问题答案和展示的作品来判

断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能力、方法、情感”［3］65，运

用到未来写作上，需要记录学生作品的完成过

程、具体实践与作品样态，以此评价学生的表现

力与实践力。可见，未来写作的评价标准对已

有写作评价标准既是一种补充，又是一种完善。

五、结语：为实现自由自觉之人生而书写

在当下乃至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多

种多样的特点，“知识本身是否蕴涵了某种生活

方式呢？迪尔登（Dearden，R）十分推崇一种叫

作‘自主性’的生活态度。他不惜花费大量笔墨

来证明知识的传授、不断学习的确能培养这种

自主性。在他看来，所谓的自主性表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他对想些什么与做些什么形成自己

的判断；二是，他倾向于对自己的初步的判断做

出批判性反思；三是，他倾向于把这些初步的和

反省的判断的实际信念与行动整合起来。”［4］143

正是通过包括未来写作在内的教学以及学习活

动，学生不断获得知识，开阔眼界，借以营构自

主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总之，未来写作

是基于对当下生活的充分体验，在通往美好未

来的路上，学生发自内心地愿意并享受借助未

来写作进行表达自我、联通他人，并与未来理想

生活建立优质连接，因为这种活动能够“引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学生被学习深深吸引，并吸

引 学 生 产 生 持 久 学 习 更 多 知 识 的 强 烈 渴

望”［8］228。长期坚持不懈地进行未来写作活动，

学生将能够更为自由地书写对当下及未来时空

中自我、他人乃至社会的理解，进而登临自由自

觉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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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比如，王君老师搜集整理学生作品，并举办“张美意个

人作品班报”“李德元科幻作品研讨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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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教育生活、教育生命的真谛，从而在幼教之

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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