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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变得“有趣”“有用”“有意义”。

其次，能实现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深度学习

的核心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真实情境中的

大单元整体教学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深度参与、

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只要教师做到“目中有人，

心中有文”，学生做到“入境与亲，主动建构”，那么

每个学生的学习都有高度的自主性、专注度、合作

力，个体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性格特点等在深度

学习的过程中都能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

最后，能发挥混合式学习的最大效能。在线学

习让教师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灵活度，可以为学生定

制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学生也拥有更多的选择，可

以更加自主化地学习。如果教师能将线下的真实

情境与线上的虚拟情境更好地整合为一个综合性

的互动性的环境，学生就能更加自主地学习、主动

地探索，将知识内化为能力，凝结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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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目标融合，在真实情境的大单元教学中实现
——以统编本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为例

江苏省常州市同济中学 贾秋萍

从《语文教学大纲》提出语文教学的“双基”

标准，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提出语文课程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的要求，再到今

天《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学生

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要逐步形成适应个

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的发展目标，演绎了语文教育深入

改革发展的历史，标志着语文教育不断总结实践经

验，探寻语文教育本质的进化过程。从目前教学现

状来看，尽管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已被广大教师了解

和接受，但许多教师对语文课程性质和目标理解有

偏差，新课程的实施质量不是很高。表现在课堂教

学上，“把讲解分析课文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任

务”，“把语文训练等同于做题，用做各种各样的练

习题来替代学生真实的语言实践”，“特别强调系统

的语文知识的传递，认为语文教学的重点是教给学

生字词句篇、语法修辞和文学文化常识方面的知

识”。［1］这种“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离散，强调语文知识点、能力点

的线性排列和逐项训练的教学行为仍普遍存在。

现状需要改变，问题需要解决。如何让语文教

15

DOI:10.16412/j.cnki.1001-8476.2019.11.006



2 01 9. 06

学符合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从宏观层面，国

家试图把对教材的重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

把语文教材进行了统编。统编本教材以“人文主

题”和“语文要素”双线组织单元结构，对语文要素

进行了系列的编排，表达了“重视语文素养，重建语

文知识体系”的追求，想在素养提升上有所突破。

那么，在教学设计层面如何让三维目标融合，让核

心素养落地？本文将以统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上

册第五单元的设计为例，来探讨让三维目标融合，

促进核心素养落地的实施策略。

一、单元整体架构，促进三维目标融合

指向语文素养的教学，必须对教材内容的组织

和呈现方式进行整体思考，要在充分研读教材资源

的基础上，厘清单元的核心目标和素养指向，整合

目标、情境、任务、活动，引导学习者以生活经验为

起点，在彼此关联的语文学习活动中进行意义建

构，从而全面提高语文素养。这也是三维目标的出

发点和归宿。

统编本语文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是由

《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蝉》《梦回繁华》四篇阅

读课文，以及“写作：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口语交

际：复述与转述”和“名著导读：《昆虫记》”构成。这

个单元的四篇文章都是事物说明文，写作的主题和

名著导读也是与说明有关。

四篇文章都是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的典型范

例。相比于其他文体，说明文没有起伏曲折的情节，

没有鲜活生动的形象，似乎也没有浓郁深沉的情感，

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教者常以知识与技能作为教

学抓手，把“明对象、抓特征、知方法、理顺序、品语

言”这五大要素作为教学的法宝。就教者而言，似乎

每篇说明文都很雷同，教不出新意，教不出文章的特

质。从学习成效来看，几乎所有的学习者都会用“准

确、生动、形象”等词语来表达说明的效果，但是往往

到处乱套，很少结合文字具体分析，更少有主动思考

文字本身所承载的内容特征和价值。

认真研读教材资源不难发现，从内容上看，这

组材料与其说是说明，不如说是对文明的记录。

《中国石拱桥》，既介绍了桥的特点，也说明了石拱

桥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在世

界桥梁史上的重要地位。《苏州园林》着眼于苏州

园林的特点，引领我们体会古代园林艺术的美和

价值。《蝉》对动物的习性作了一系列观察和实验

记录，表现了人类科学文明的进程。《梦回繁华》介

绍的是《清明上河图》，不仅用通俗又不乏专业色

彩的语言展现了画作本身的恢宏，也反映了北宋

时期京城空前繁荣的社会文明。作家用他们严

密、精确又不失生动，甚至优雅的语言记录的这些

内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记录。

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的作家用他们的文字为我们

留下了文明的印记。

值得思考的是：这文明的印记里有怎样的传统

历史文化价值？作者是用怎样的方式表达介绍这

种文明的？学生如何在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的语文实践活动中传承历史的文明？

在整体思维的视角下，可以对单元内容进行整体的

架构（图1），将三维目标有机地融合。

文明的印记

（主题）

探寻文明的印记

（情境）

任务一 走进人文博物馆

任务二 走进自然博物馆

任务三 探寻身边的文明

图1 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任务框架

大单元任务框架，以“文明的印记”为主题，以

“探寻文明的印记”为情境，以“走进人文博物馆”

“走进自然博物馆”“探寻身边的文明”为活动任务，

学习者以真实的问题和现实的情境为学习载体，在

彼此关联的经验活动中进行主动学习和意义建

构。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能习得必要的说明文相

关知识，更能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

中，发现文本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思想方法和价值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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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于学生素养发展的单元整体设计。它

面向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也面向学生的终身发

展；它重视语文学科课程性质，重视课程的综合性

与实践性，努力突破单元教材就是学习内容的传统

认知；它把教材内容作为基础资源，以清晰的单元

学习目标指引、明确的学习任务驱动、完整的学习

过程开展和持续的教学评价为基本流程，让单元学

习成为一个完整的学习单位。它以学习者的认知

为起点，基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创设与学习者经验

密切相关且与单元学习内容一致的学习情境，聚焦

于学习的核心内容。在一个“大任务”的驱动下，围

绕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来组织整个单元的学习

过程，引导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资源、平台，主

动积极地进行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

究，促进学生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语文素养的

协调发展和整体提高。

二、真实情境，加深对文明印记内涵的理解

“知识与技能”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但这一

目标的实现需要学习者的主动学习、积极反思，在

语言实践和亲历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经验性的

建构。真实的情境，为学习者提供了进行言语实践

的具体背景、条件和环境，在单元整体学习的背景

下，这样的学习情境既贴近学生既有经验又切合单

元学习的主题。

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四篇文章可以分为

两大类：建筑、园林、绘画是艺术类，属于人文

内涵；蝉、动物是自然科学类。但它们又都是

用语言文字记录的灿烂文明，对这些文本的学

习过程，就是探寻语言文字所记录的文明印记

的过程。到博物馆里去“探寻文明的印记”是

一个真实的学习情境，通过“走进人文博物馆”

“走进自然博物馆”这样的学习任务，搭建起日

常生活与学习资源间的桥梁，将学习者带进他

们比较熟悉的语言运用场域。在教师的指导

下，学生充分调动自己的既有经验，又积极调

用教材资源，为本单元的说明对象制作一个名

牌，帮助游览者更好地认识事物，同时也能用

准确、流畅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介绍。这个过程

中，学习与生活产生了联结，学生的思考和感

受都有更深的发展，和同伴共同完成目标明确

而又具体的学习任务，也使学习活动具有了真

实的意义和鲜明的价值。

制作名牌，讲解介绍，是学生对文本的品读和

鉴赏过程，是学习说明表达的过程；学习《苏州园

林》的谋篇布局，《中国石拱桥》典型而奇特的逻辑

顺序，《蝉》文艺化的笔调，《梦回繁华》典雅优美的

语言，也是感受人类文明的价值和魅力的过程。博

物馆的情境勾连起了作品与现实的经验，学生在作

家不同创作风格下体会对文明的表达，感悟对文明

的印记的理解，引发了对身边文明探寻的兴趣，自

然进入第三个学习任务“探寻身边的文明”。

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伴随着对“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反思和运用，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得以提升，而且成为“过程与方法”的积极动力。学

生从对文明的感受到对文明的表达，就是再次体会

文本的过程。教师启发引导学生感知、体验作品的

言语形式，更加聚焦于作家如何记录文明；进一步

研读之后，再引导学生探寻身边的文明，并试着用

恰当的方式表达，留下自己书写的文明的印记。

这些来自真实情境的说明作品以“佳作推荐和

修改建议”任务单为支架，学生交流作品，互评互

改，阅读评鉴。我们发现，当学生把目光投向真实

的生活时，学习与生活就自然地关联了，认知和感

受就更充分了，教材资源的示范性就更具体了。从

学生完成的推荐理由和修改建议来看，学生对文章

的结构顺序、说明方法、语言特点都有比较清晰、准

确的认识，而且还能关注到历史和文化这些人文内

容。说明文这种看似枯燥的学习，成了与生活相关

联的学习，成了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价值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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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也具有思考空间和可操作性。

三、任务驱动，推动文化传承的学习实践

语文的学科性质决定了语文教育的过程就是

文化传承的过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

版）》明确提出，要“注重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要“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汲取民族文

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

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这些都充分

反映了语文课程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学习

者在言语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语文知识、提升语文

素养，同时也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

以任务三“探寻身边的文明”为例。这是一个

由书本的言语学习走向生活的言语实践。通过走

进博物馆的学习环节，在作家严密、精确又不失浓

郁情感的表达中，学生探寻文明的愿望被点醒，他

们的目光从文本走向生活，校园周围方圆百米就有

了许多值得书写的文明：悠悠流淌千年的古运河，

斜阳映照的清凉禅寺，青年运动杰出领袖的纪念

馆，校园里江南园林味道的渡园，微缩建造的常州

同济桥……平常的事物在单元学习后有了不一样

的味道。一个小组把目光聚焦到了校园中的微缩

景观同济桥上。同济桥本身带有浓郁的常州历史

文化印记，又是一座同比例缩小的石拱桥，该如何

来介绍说明呢？带着这样的任务，学生们拍照、测

量，用美术课上刚学过的透视构图法绘画，到图书

馆查阅桥梁的资料……这座景观桥的建筑艺术和

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进入了学生的视野，每一个学

习者都主动去“经历”知识的过程，说明的知识成了

学生能够观察、探索和操作的对象。这样的学习过

程，让学生能够体验到个人与知识之间的深刻关

联，激起了强烈的内在动机，也缩短了高级知识与

低级知识之间的差距，缩短了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

间的心理距离。因此，一篇篇带有各自真实认知和

表达风格的关于“同济桥”的说明文就产生了。“老同

济桥在1993年被拆除了，改建成同济立交桥，横跨在

京杭大运河之上，是当时常州南北交通的要道，被称

作‘龙城第一桥’。”“还有广济桥、东仓桥、迎春桥、顾

塘桥、惠民桥，这些浮雕不仅展现了不同的桥的形

态，更展现了常州人依水而居的美好生活。”“‘同济

桥’那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仿佛总能把人拉回到过

去，静静听它诉说常州的故事……”在主题任务的驱

动下，学生对文明的印记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对说明

的要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对身边的文明加以认

识和表达的过程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发现和理解，文

明不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生活。

本单元的三个学习任务，把文本知识技能

与现实生活打通，一定程度上也跳出了说明文

阅读教学浅表性思维的惯性，更理性地分析说

明文的科学精神、思想方法和价值内涵。我们

也真切地感受到，实用性文体也能把三维目标

较好地融合，真实情境下的任务学习也让这一

单元的说明文呈现了自己的特质，探究性学习

过程让学生有了言语表达的愿望，学生对文明

的自我表达更有个性，语言文字也更有生命。

“只有当知识在变为个人信念，变为人的精神

财富，从而影响到他的思想方向和劳动、社会

积极性及兴趣时，知识的获取过程和知识的深

化过程才能成为智育的要素。”［2］苏霍姆林斯

基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依

赖于三维目标的融合，“学会”“会学”“乐学”的

价值取向是融合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的，它

们不是三个目标，也不是等量的，但缺少任何

一个维度都会让学生的发展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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