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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语用的小学语文校本作业训练体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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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语文第三学段中，通过整体把握单元“语用”总目标，建构语用型整组校本作业体系。在系统训练中，注重紧扣文本，

做到言意兼得，并巧借时机，适时训练。在语用型校本作业训练中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注重实践运用，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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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课改探索，教师在作业实践中进行了较大改革，但仍存在
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忽视语用型作业的设计，倾向于使学生懂得文
本“写什么”，而忽视如何向文本学习“怎么写” “为什么这样
写”，导致阅读与写作的脱节，学生的“语用”能力培养缺乏成长
的土壤。固然教师会在课堂上试图借用“文本”这个例子渗透“言
语形式”的训练点，但毕竟时间所限，只能采用讲授等浅尝辄止的
方式，而不能使学生通过长期的实践训练得以真正习得方法、内化
“语用”能力。

笔者在长期的小学语文第三学段教学中注意到: 小学语文教材
虽然是以单元为体系编撰的，主要是按人文性专题来安排文本，体
现了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点。但整组课文由于主题的类同性，在
“言语形式”上也有一些趋同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挖掘整组教材的
语言文字运用功能的潜质，溯源整组单元潜藏于人文主题背后的另
一条语言文字运用的脉络，构建“读写一体”，为读而写，写中悟
读的语用型整组校本作业体系，能使学生能时时训练，持续训练，

长期不断地进行语用能力的训练。
下面结合具体的操作谈谈笔者的实践与思索。
一、整体把握，建构体系

首先，我们深入解读每一单元编者编排意图，从宏观的角度，

明晰单元“语用”目标，从文体特色、文章表达形式等方面分析其
在“语用”能力培养上的信息点、增长点。那么，“语用”型作业
的训练点可能隐藏在哪里? 这是有迹可循的: 有的是在单元导读之
中: 如六年级上册第三组单元导读中提到“学习作者如何通过对环
境、人物心理活动等方面的描写，抒发美好情感。”有的是在课文
导读里: 如五年级上册第六组《学会看病》课文导读中提到“阅读
课文，找出描写母亲语言和心理的句子，多读几遍，体会母亲感情
的变化。”有的是在课后的习题之中，如六年级下册第五组《真理
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课后习题“作者是用哪些事例来说明自己
的观点的? 你还能补充哪些事例，请你具体说一说。”有的是在单
元的习作或回顾拓展中，如五年级下册第七的回顾·拓展的习作、
交流平台中都提到“本组课文运用了多种方法刻画人物，你在学习
和运用人物的方法上有什么心得? 这次习作，你是怎样学习课文中
写人的方法，来表现人物特点的?”通过这样的条分缕析，我们找
到单元内各篇文本、回顾与拓展、口语交际与习作之间前后勾连、
承前启后的层进关系，建立以直线式前进，整体性推进为主线的整
组校本作业立体系统训练模块。

我们在进行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 “科学精神”校本作业设计
中，发现单元文体形式主要为议论性文体，于是紧紧围绕这一“语
用”特性，寻找到每一篇文本中蕴含的不同“语用”价值，同中求
异，各取其用。我们为其设立的单元训练总目标是: “了解议论寓
理性文章既叙事又说理的写作形式，体会此类型文章在具体的事实
描述中说明道理的写法，掌握边叙事边议论，从一件事例中梳理提
炼出道理，或者为讲述一个道理或启示运用恰当的一个事例或多个
事例的写作技巧。”

基于此总目标进行目标分解，将各单篇课文的语用作业核心目
标落实为:

1． 《跨越百年的美丽》结合课外搜集的居里夫人事迹，采用边
叙事边议论的方式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写颁奖词。

2． 《千年梦圆在今朝》用多个事例有条理地说明观点的表达方
式写短篇议论文。

3． 《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用具体事例说明一个观点的
表达方式的写短篇议论文。

4． 《我最好的老师》用具体事例说明一个观点的表达方式的写
短篇议论文。

5． 《口语交际五》总结概括本单元课文习作上的共同特点，交
流讨论。

6． 《习作五》将总结概括本单元课文的习作共同特点运用于习
作中。

通过这样的整体梳理，分篇细化，前后观照，螺旋上升，使学
生的语用能力一环紧扣一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有序推进。

二、紧扣文本，言意兼得

语用型的作业设计，它一方面了解了该文本是如何遣词造句，

如何谋篇布局，并借助文本言语特质，领悟表达方法，学会模仿运
用，发展学生的言语智能; 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借助语用型作
业，引导学生再次走进课文，和文本对话产生情感的共鸣，加深对
文本的主旨的理解感悟。做到悟情、得言、会意。

例如五上第一单元中《小苗与大树的对话》的语用型校本作业
是: “围绕‘读书’主题，让学生采访家长小时候读书的情况，写
一则访谈录。”这样的语用训练，学生初步了解了“访谈录”这一
种特殊的文体形式，亲历了言语实践运用的过程，并且在亲子对话
与沟通中，从听到写，深化文本热爱阅读的主题。

例如六下第四单元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语用型校本作业
是: “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仿写: 卖火柴的小女孩再次擦燃了火柴
……”在完成这项作业时，教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了解这篇童话的
言语秘妙之处———通过“火炉、烤鹅、圣诞树、奶奶”这些虚幻而
短暂的想象一个个先后出现，又不断破灭，领悟作者基于现实基础
上展开合理想象的表达方法，从字里行间感受作者用短暂而美好的
幻想反衬中感受小女孩悲惨的现实生活的写法。在此基础上，学生
走入文本，基于现实基础，设身处地地合理想象， “保暖漂亮的新
衣”“坚固温暖的家” “慈爱和蔼的父母”……这些从文本中流淌
出的合理想象不但使学生学会运用虚实结合的描写技巧，还使学生
更深刻领悟了安徒生童话悲剧美的主旨。

三、巧借时机，适时训练
“语用”单元整组校本作业设计时，我们非常关注作业布置的

时机。根据文本类型选择恰当的校本作业完成时间，既有在课前的
“语用”学习储备训练，也有课中时文本语用知识和人文情感的自
然迁移训练，还有课后巩固提升的语用训练。例如在五下第七组课
文“作家笔下的人物”的语用型校本作业布置的时机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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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物描写一组》: 课前要求学生各摘抄出 20 个写手和脚动
作的词语。

2． 《刷子李》: 课后观察身边一个特征明显的人物，运用“特
长 + 姓” ( 如飞毛腿张) 为题，运用正面、侧面描写、细节描写的
方法刻画人物特点。

3． 《金钱的魔力》: 课上请几位性格迥异的同学表演一下他们
各自不同的笑容，( 也可以提前拍摄成视频，在课堂播放) ，进行观
察，当堂完成。

从以上三项语用型校本作业布置的时机不难发现，为了围绕
“感受作家笔下鲜活的人物形象，体会作家描写人物的方法，并在
习作中学习运用。”这一单元训练总目标，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的规
律，课前的作业侧重于达成积累内化语言，课中侧重于当堂观察，

与文本联通转换，课后则是将学习空间引向更广阔的天地。
四、注重实践，形式多样

在语用型校本作业的形式上，我们以“语用”能力提高为基
点，建构多种形式的立体综合性作业模式，侧重语用能力的理解与
活用，记忆与感悟，积累与运用。确立了记忆型、想象型、运用
型、体验型、实践型等多种作业形态。例如五年级下册第一组课文
“走进西部”语用型校本作业形式有:

1． 《草原》: 阅读古今文人描写草原的诗词、文章; 按空间顺
序描写一处游览过的景点，用上直抒胸臆和精笔细描的方法。

2． 《丝绸之路》: 运用描写实在事物 + 展开联想的方法描写一
幅画面。( 一处雕像或景物)

3． 《白杨》: 对比阅读《荔枝蜜》《石灰吟》等借物喻人文章;

用上“哪儿……哪儿……”“不管……不管……总是”等关联词写
一段话，夸夸像爸爸那样的祖国建设者。

4． 《把铁路修到拉萨去》根据对课文的理解和搜集的资料，学

习直抒胸臆和运用恰当比喻的写作方法。写几句感叹句表达自己对
青藏铁路或建设者们的赞美。

5． 《口语交际一》: 划分小组，设计《“手拉手”活动讨论记录
表》; 讨论、策划手拉手活动计划; 明确分工，填写活动记录表。

6． 《习作一》: 以小组或个人名义给远方小朋友写一份信，先
介绍自己的情况，再说说手拉手活动的想法，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7． 《回顾拓展一》: ( 1) 讲述一个边疆建设者故事; ( 2) 介绍
一项西部大开发工程; ( 3) 介绍一处西部著名景点; ( 4) 了解一种
西部民俗风情; ( 5) 小组交流以上内容后，分工合作完成“走进西
部”手抄报或画册。

本单元的整组语用型校本作业形式非常丰富多样，囊括了查阅
资料、整理整合并展示汇报资料、仿写练笔、编手抄报、小组综合
性实践活动、拓展阅读、写信等诸多内容，从听说读写全方位促进
学生多样化“语用”综合能力的提高。

总之，通过这样的整体性、系列化、精细化的语用型校本作业
体系的持续训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能够得到落到实处的训练，

才能有益于语文核心素养的真正提升。
( 作者单位: 福建省厦门市金尚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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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接第 18 页) 在此情此景下完全忘记母语，配合全身反应法教
学，锻炼学习者的汉语思维、汉语语感，当时间累积到一定长度
时，教学效果就会凸显出来，显然这个方法是基于语言学、教育学
和心理学之上的。

②“X” +
“互联网 + 教育”会让教育更具开放性和共享性，学习场所变

得多元化，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方法以经被应用于国际
汉语教学领域了。例如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总部举办的“网络孔子
学院”，学员在网上可以直接获取学习资源，进行视频直播授课。

时下较为流行的 MOOC ( 慕课) 、Kahoot． com 等网络平台拥有
大规模开发的在线国际汉语教学课程，汉语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进
行学习。

由此可以想象到，以后还会出现“课程 +”、“教材 +”、“教
师 +”、“教与学方式 +”等形式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不但节约教
学资源，更是一种资源整合，而且形式多样化会极大地增加学习者
的兴趣，从而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在英国大的语言环境下，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要考虑诸多
因素: 比如学习者的动机、汉语课程的类型、学校对于汉语课程的
要求等等，汉语国际教师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不能受某种
单一特定教学方法约束，并且要对流行教学方法采取三思而后行的
谨慎态度，择优选择。

四、结语

世界语言的教学法经过了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功能
法、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等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教学法不断涌
现出来。同时，本文认为，教学方法是服务于教学法的，每个时期
都有不同的因素影响着教学法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的新型教学方

法，每一种曾经出现过的教学法都在语言教学上发挥过作用，但
是，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能自始至终地贯穿于整个语言教学过程之
中，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方法不能一用到底，任何语言的教学活动都
应是多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并存的。

教学方法的适合与否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性判定，实际上每种方
法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国外的某
些外语教学方法对于国际汉语教学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新的教学方法一定是在原有的教学法基础上取长补短而产生
的，这些方法之间都是有着互相联系的，它们都经过了不断的完善
和发展，从而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

汉语在英国的中小学中陆续地被普及，找到最合适的国际汉语
教学方法迫在眉睫，对于教学法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无论
采用哪种，只要不违背第二语言习得的规律，符合欧洲共同语言教
学框架，适应英国中小学汉语国际教育现状，则都是有效的教学方
法。汉语国际教师应该做到在不同时期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来达到
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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