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真实情境的大单元教学中项目化学习实践

——以统编教材四年级上册神话单元为例

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 沈花

【摘要】聚焦“素养为本的单元设计、真实情境的项目学习”，整合课文、

语文园地、口语交际、习作等内容，合理运用项目化学习的方式，通过一个个教

学活动来引导学生在真实、具体的学习情境中经历自主且个性化筛选、联系、分

析、判断等思维建构过程，进入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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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文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

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明确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是学科素养目标的达成。

1现用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也是根据课标要求，采用了人文主题与语文

要素双线并行的单元组织方式。运用好这样的单元组织形式，从而实现从单一课

文教学到大单元整体设计，从碎片化学科知识灌输到综合立体项目化学习实践的

转变。

大单元教学思路以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为统领，聚焦“素养为本的单元

设计、真实情境的项目学习”，整合课文、语文园地、口语交际、习作等内容，

设置项目开展情境，通过一个个教学活动来引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文

实践，提升语文学科素养。在大单元教学思路中，合理运用项目化学习的方式，

学生在真实、具体的学习情境中经历自主且个性化筛选、联系、分析、判断等思

维建构过程，进入深度学习2。

本文以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神话单元为例，阐释如何基于真实情境，在大单

元教学设计思路上，实现项目化学习实践从而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一、单元项目导入：解读与架构互为依托

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围绕“神话，永久的魅力，人类童年时代飞腾的幻想。”

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相关教学内容（见表 1），期待实现的单元语文要素为“了

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象

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开想象，写一个故事。”进入这个大单元项目的第一步，

是对整个单元文本的解读和架构，上好单元导读课，设计项目任务单，启动单元

1 孟亦萍.大单元教学：实现教学设计与学科素养的有效对接【J】.语文建设 2020（4）.
2 薛祖红.大单元教学中的项目化学习【J】.教育研究与评论（小学教育教学）2020（8）.



项目。

表 1:

分类 内容 教学要点

课文

盘古开天地 1.认识 31 个生字，读准 3 个多音字，会写 34 个字，会写 29

个词语。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背诵《精卫填海》。

3.能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4.能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

精卫填海

普罗米修斯

女娲补天

习作
我和____过

一天

1.能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神话或童话人物，围绕“我和____过

一天”展开想象，写一个故事。

2.能根据同学的意见修改习作，并誊写清楚。

语文

园地

交流平台 能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交流对神话的认识。

识字加油站 学习与“花”有关的 8 个词语，认识“圃、卉”等 10 个生字。

词句段运用

1.积累“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等 8个词语，能联想到相关的

人物或故事。

2.读句子，能感受神奇的想象，并说出其他神话故事中神奇的

地方。

日积月累 朗读、背诵古诗《嫦娥》。

快乐

读书

吧

很久很久

以前

1.能产生阅读中国神话和世界经典神话兴趣，了解故事内容。

2.能边读边想象，感受神话的神奇。

3.能感受阅读神话故事的快乐，乐于分享课外阅读的成果。

1.基于单元特色解读文本内容

本单元以神话组织单元，是继三年级上册童话单元、三年级下册寓言单元之

后，第三次以文本组织单元。这些神话故事无论是以白话文形式呈现或以文言文

形式呈现，学生都可以从中体会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神奇

想象，还能感受故事中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此之前，学生通过《羿射九日》的学习，对神话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这

样一个专门编排的神话单元中，学生对于神话的特点认知能更进一步，在一个单



元项目学习过程中，学生对神话这一文学体裁也能有更清晰的认知。那么，“神

话”这个关键词就成了这一大单元教学中真实情境创设的基础，我们可以把握神

话的特点来设计一系列跟学生真实生活产生互动、跟学生真实情感产生共鸣的项

目任务。运用好单元导语部分的图和人文主题话语，激起学生内心对神话的兴趣，

从而走入神奇的神话世界。神话这个情境话题能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语言基础，

他们愿意交流他们已知的神话、阅读书本中的神话、拓展了解更多未知的神话。

在现用统编教材中，单元特色相较以往教材更加明晰，解读文本内容时，把

握整个单元的情境基调就找到了大单元教学的基石，后续采取的学习活动也更有

抓手。

2.基于语文要素明晰课文排序

在大单元教学中，课文的教学设计是重头，在一个单元中编排的若干篇课文

也是有其先后顺序考量的，语文要素随着课文一篇篇的推进，其落实要求也在逐

步变化深入中。

本单元中“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一

语文要素在《盘古开天地》中是最典型的范例，段落清晰，叙述明了，要求学生

讲盘古开天地的结构也很简洁。《普罗米修斯》中这一要素就要求学生按起因、

经过、结果的顺序讲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在更加丰富的人物形象刻画中，

故事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女娲补天》中要求学生默读课文后能说出故事

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对自主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项目任务中，针

对不同课文要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篇《盘古开天地》时帮扶更多，能基本讲明

白即可。最后一篇《女娲补天》需要自己默读的基础上自主尝试说，更多是学生

能力转化的一种呈现，这时即使在项目推进中需要帮扶，也是评价上的引导。

本单元中“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一语文要素在单元

中逐步深入的序列性就更加明显了，从边读边想象到结合注释用自己的话讲述再

到交流打动自己的情节，这一感受的表现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综合性，结合到

语文园地中“词句段运用”中词句的理解感悟、习作中想象画面的表达、读书吧

中阅读更多神话感受神奇想象，听、说、读、写能力运用更加综合和立体。

3.基于螺旋上升架构项目任务

有了“神话”这一单元主题情境，辅以单元序列的清晰认知，就可以通过单



元导读课启动单元项目，和学生一起合作完成项目任务单。如阅读单元导语页知

晓单元主题情境；阅读“交流平台”了解神话故事；导读《快乐读书吧》拓展学

习资源包；泛读课文列出项目学习任务（见图 1）。

图 1:

通过这节单元导读课，师生一起完成了项目任务单，学生的学习活动有了抓

手。这样的项目任务单，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文生活情境、丰富的阅读体验中建

立神话故事与真实言语实践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在阅读中了解神话故事的起

因、经过、结果，感受神话在神奇想象中塑造的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并能在

讲述神话故事时，初步体会到其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3通过大单元教

学，学生面对的不再是一篇篇孤立的课文，而是整个神话世界。一整个单元的项

目化学习过后，他们会接触到一系列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不仅仅是学习的

对象，也是原有能力到最近发展区的媒介。

二、单元项目推进：课堂与活动相互促进

有了前期项目导入，学生在推进项目化学习中如何落实语文要素是需要逐步

引导的。在项目任务单中，项目任务从分享故事到最后创造性讲演故事这是螺旋

3 戴晓娥.聚焦学科育人，提升语文核心素养【J】.语文建设 2020（6）.

“神话传讲人”项目化学习任务单

导语：《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普罗米修斯》《女娲补天》……它们都是

神话故事中的经典。这个单元我们将做“神话故事传讲人”，了解神话故事的起

因、经过、结果，把握一个故事的主要内容。用我们的声音讲好神话故事，感受

神话中神奇的想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

项目任务：

1.分享我喜欢的神话故事；

2.神话故事情节“故事山”；

3.绘制神话人物卡；

4.神话故事成语搜集

5.图文创作我和神话人物过一天；

6.小组创造性讲演一个神话故事；

7.自创……

你可以先独立阅读、思考，再与小组成员一起开展项目研究，充分利用课堂

学习和课后探究，丰富自己对神话故事的理解。



上升后的能力提升，在项目推进中，这样的螺旋上升也从课外到课内再到课外经

历循环递进的过程，实现读故事、讲故事、写故事、演故事一脉相承的单元情境

渗透。

1.课前“故事集”，语文要素缓缓苏醒

项目任务的起始是分享我喜欢的神话故事，这是学生在导读课就可以侃侃而

谈的一部分内容，其目的是触发学生已有的故事内容讲述这一语文要素。为本单

元“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做铺垫热场。此

外，导读课已经引入“快乐读书吧”的阅读任务，这样的分享故事任务也是对阅

读这一任务的反馈和促进。

学生在实际推进这一项目任务时，更多孩子会比较笼统或啰嗦地来讲述故事，

教师在引导中可以更有意识结合单元语文要素中“了解起因、经过、结果，讲清

主要内容”这一点来进行评价引导，在学生丰富的故事交流中简洁清晰地讲清故

事主要内容。教师也可以借助神话故事题目的特有的人加事这样的表达规律，引

导学生用神话故事的题目作为核心词，更加有效的来说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

果。比如《盘古开天地》，可以从盘古为什么开天地，盘古怎么开天地，盘古开

天地后怎么样这三个方面来讲，正好对应讲清了起因、经过和结果。

2.课内“故事山”，语文要素层层递进

项目任务在课堂推进中，神话故事可以依托“故事山”这样的思维导图来促

进单元语文要素的层层递进。

《盘古开天地》作为单元第一篇课文，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是教师有意识教

如何根据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来画故事山，随情节往高潮推进往故事山爬升，

随结局来临有结束下山之意（如图 2）。



《普罗米修斯》一课作为这个单元的第三篇课文，学生对故事山思维导图已

经有了初步掌握，可以独立借此完成故事起因、经过、结果的梳理，在交流反馈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介入，丰富故事山的呈现方式，以两座山或多座山的形

式感知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如图 3）。

图 3：

故事山的形式梳理故事起因、经过、结果是一种方式，思维导图还可以有

更多呈现形式。在项目学习推进过程中，小组内可以通过相互讨论交流绘制各种

不同形式的思维导图，从而实现语文要素的落实。在体会人物形象中，除了紧扣

文中语词进行品读交流，小组借助人物卡、人物秀等形式开展互动交流，也不失

为灵活多样的方法。

3.课外“故事会”，语文要素慢慢内化

一个单元的文本信息是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也是有限的。在集中学习结束

后，单元所强化的语文要素可以借助课后的活动慢慢内化。比如这样的神话单元，

就可以拓展更丰富的神话故事，用故事会的形式来进行分享，在学生自己读故事，

准备交流的过程中，也是他们所学语文要素运用的过程。学生也可以通过图文创

作我和神话人物过一天或者小组创造性讲演一个神话故事来内化单元语文要素。

三、单元项目评价：综合与过程彼此支持

1.项目评价由单一走向综合

评价是大单元教学的重要构成，在落实单元语文要素过程中，评价形式应该

从单一走向综合。除了常规关注单元语文学科知识、技能、素养的达成，如生字

词的掌握，语句理解能力的反馈等，还关注参与项目的学生团体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反映的合作、探究、沟通等能力。如单元项目最后呈现的创造性讲演一个神话

故事就是综合性评价。在讲演故事前，理清起因、经过、结果是语文要素直接达

成情况的反馈。在讲演的过程中，细化动作、语言、表情等是对神话人物形象品

析的一种内化，在创造性讲演过程中，还需要整个项目团队合作来完成，在磨合

作品的过程中，也是团队成员沟通交流的成长经历。教师在总结评价时要综合考

虑。

2.项目评价由结果走向过程

在整个项目学习的推进过程中，教师的评价不是在最后总结，在整个过程

中都应该有参与和指导。比如监控小组合作完成故事山思维导图，在学生边读边

画时就可以评价，从第一篇课文《盘古开天地》开始到第四篇《女娲补天》，故

事山从一座山到多座山的变化，就需要在教师评价指导提升下实现，随评价提升，

也能发现故事山和情节起伏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掌握起因、经过、结果这样的情

节线所呈现的一波三折之感。在过程性评价中，学生接受信息后反馈的结果也将

影响教师后续教学活动的调整。

3.项目评价由平面走向立体

项目评价中，评价主体不一定是教师本人，团队合作时同学的点评也是评价，

自己在欣赏了其他组呈现的作品后，自我反思改进也是一种评价。多元评价主体

让项目评价从平面走向立体。同时，这样活动项目的开展，也跳出了习题这个平

面的评价形式，而开始有公开讲演、小组分享等立体化评价形式。学生也可以多

维度去观察自己在这个单元学习中掌握的语文要素，而不再停留于我会说一些标

签性话语。

语文大单元教学中的项目化学习，以单元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为依据，把主

题和情境、任务和活动、过程和评价统筹考虑，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

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实现语文素养发展和精神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