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任务群视角下小说阅读教学中主问题的设计与推进

——以统编版教材六年级小说单元为例

常州市虹景小学 叶雪宁

摘要：学习任务群、大单元教学、真实学习情境等是教材编写者、一线语文老师

要落地生花的关键概念。在任务群视角下审视当前课堂,普遍存在提问多、碎、

浅、乱等诸多问题,导致课堂教学低效。很多学者和一线教师都认为要精减课堂

提问,“主问题”研究成为破解难题的思路之一。本文将以统编版教材六年级小

说单元为例,从小说教学中主问题的设计与交织推进两个方面,就不同类型的小

说来探讨学习任务群视角下小说阅读教学主问题的设计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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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版六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为小说单元板块，这也是统编课本中首次采用

单元的形式开展对小说作品的探究，试图引领孩子们体会故事发展过程和环境描

写对于刻画人物形象的意义。从小说单元中挑选了各具特色的三篇作品，它们是

谈歌的《桥》、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和杨旭的《金色的鱼钩》。人们

常说，作品必须包括三种内容，即人物、故事情节、环境。人物是作品的核心基

础，故事情节是作品的骨架，而环境则是作品的背景。因此作品正是借助于对故

事的情节发展和对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而这也是小说单元必须掌握的要素：

“读作品，关注情节、环境，感受人物形象”。

主问题又称中心问题、中心话题，借鉴提出者余映潮先生的定义，我们将之

界定为：在语言阅读教学中，指向深入感知和将整体卷入的能引起学习者思索、

探究、认知、再探索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在小说教学中设计和推

进主问题，可以有效减少课堂提问“多碎浅乱”现象，有效提升师生教与学的效

率。所以，本文将着重讨论小说教学中主问题的设计和交织与推进，开拓主问题

在小说文本运用的新思路。

一、小说教学中主问题的设计

小说，即以刻画人物形象为核心、借助完善的故事情节和具体化的情景描写，

来表现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种文艺体裁。包含了人、情节和环境三种基本要素。老

师可抓住这三要素来设置主问题。

(一)抓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设计主问题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小说往往是通过情节、环境来塑造人物形象，并且揭示

文章的主旨。老舍曾说：“人物是故事的主人”，小说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刻画鲜活

的人物形象。学生通过分析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来解读文本，研读文本。

《桥》的主要人物是村党支部书记，一个在危难面前沉着镇定、先人后己的

优秀党员。我在教学过程中，设计的主问题是：“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什么样的老

支书？找出描写老支书动作、语言、神态的语句，结合故事情节说说你的看法。”

这个主问题聚焦单元要素：“读小说，关注情节、环境，感受人物形象。”同时，

老师通过把握作品中的人物来设计主课题，能够引领我们去探究角色的外貌描写、

语言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神态描写，以点及面，达到整体把握文本的目

标。

(二)抓住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设计主问题

小说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小说的主线和骨架，是作品所描述的事情发生、演变

的全过程，以表现人物形象，体现小说主旨。一般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四个部分。情节的发展推动小说的发展，串起人物形象的逐渐突显和事件的波澜

起伏。教师要善于利用故事情节设计主问题，推动教学过程的展开，引导学生跟

随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步解读小说。

《金色的鱼钩》是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背景的作品，主要描写了在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战役经过草原边时，一个炊事班长接受了军队指导员的叮嘱，并尽心

尽力地照料着三个患病的小军人通过了草原，但自已却献身于草原边缘的感人事

件，展示了这位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忠于革命斗争、舍己行为的高尚品德。与本

单元其他两篇小说比较，本文的篇幅相对比较长，情节更加曲折。故事以老班长

接受指导员照顾三个小战士的任务为开端，可不到半个月食物就吃光了，遇到第

一个困难。接着，老班长在洗衣中看见水塘里有鱼，就用缝衣针的鱼钩钓鱼给我

们做了鱼汤，让食物短缺有了转机。但是，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老班长不喝鱼

汤，揭开了此中的秘密：行军途中很难钓到鱼，连找野菜都十分艰难，再一次遭

遇困难。我含泪为老班长保密，在他的命令下喝着鱼汤，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

这是第二次转折。最后临近草地边缘，老班长倒下昏迷不醒，我们端来鱼汤希望

能救活老班长，但他拒绝喝汤最后牺牲在草地上。这一波三折的情节设计，让故

事跌宕起伏。教学时，我设计主问题：“默读课文，根据时间顺序梳理小说故事



情节。”学习时引导学生根据故事的推进，梳理出情节线索：老班长接受照顾病

号任务——钓鱼做鱼汤给我们喝——要我保守不喝鱼汤的秘密——命令战士喝

下鱼汤——草地边壮烈牺牲。

(三)抓住小说中的环境描写设计主问题

环境是小说的背景，指对人物活动的环境和事件发生发展的背景作描写，通

常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自然环境。环境描写交待了情节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为

作品营造环境、衬托人物形象、展现作品主题做好了铺垫。教师可设计如“此处

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或者“这样的环境描写让你感受到什么？”等主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是小说中的经典，小说包含的三要素——人物、情

节、环境，在这篇小说中，都堪称典范。这个小说能够引人入胜的主要因素还在

于它提供了虽然带有悲苦却同时也有温暖的氛围。小说首先呈现了人物所处的环

境。又暗又冷的冬夜，屋外冷风呼啸，海面上正起着可怕的风波，而更可怕的是

一早露出海面打渔的人都不回家了。在课堂中，老师们从这一场景描述开始，提

出了疑问：“整篇小说，字里行间找不到一个‘穷’字，这些穷人真的很贫穷么？

你是从什么地方读到的？”引导学生通过默读圈画关注环境描写，从环境描写中

体会人物生活的穷困。比如第一处环境描述就是写海边的：“屋外寒风呼啸，奔

腾澎澎的海浪拍击着岸边，溅起一身阵浪花。”尽管只是一些话，却突出了大海

暴风肆虐、巨浪滔天的可怕和危险，有极强的画面感。这里的环境描述，是为渔

夫们出去打鱼所做铺垫的，也就是下文桑娜的“心惊肉跳”所产生的起因，这也

是设置的最后一个悬念。这一环境也确立了小说的整体基调，这个夜晚不寻常，

必有大事发生。可见，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切入，设计主问题，调动学

生参与和表达。站在作者的角度审视故事的发展变化，分析人物的性格，带领学

生仿佛身临其境地去感受文本，解读文本。

综上所述，小说教学的主问题设计可以从人物、情节和环境和三个不同切入

点出发精心设计。“主问题教学法”在小说中的应用不仅很好解决了当今小说教

学中千篇一律的教学模式，更是从本质上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水平。

二、小说教学中主问题的交织推进

小说中主问题的设计可以从上述提到的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不同切入点

展开。然而，三要素本身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当我们在感受人物形象时，需要借



助环境来感受，借助情节来推动。这就需要我们在三要素中交织推进主问题。因

此，我根据小说三要素的偏重，划分了以下三种，并结合具体课例来谈谈我的看

法。

(一)环境描写见长

有的小说环境描写是贯穿整个小说的，常常能起到渲染小说氛围，助推情节

发展的作用。比如《桥》在环境描写上，谈歌的笔法也很独到，用了夸张、拟人

化的手法写出了雨势大、洪水猛。开头的第一句“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像

泼。像倒。”短短十四个字,三句话，特别是“像泼。像倒。”两字一句，如阵阵

鼓点，捶击人心。“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

可当。”形势急转直下，灾难就在眼前，营造出紧张的气氛。本文中有多处对洪

水的描述，也使我们感到形势更加紧张、令人揪心，“近一米高的洪水已经在路

面上跳舞了”“死亡在洪水的狞笑声中逼近”“水渐渐蹿上来，放肆地舔着人们的

腰”“木桥开始发抖，开始痛苦地呻吟”“水，爬上了老汉的胸膛”“一片白茫茫

的世界”，27 个自然段中有 11 处是对洪水的描写。这样的环境描写，使它与人

物的命运发生直接冲突，从而紧紧地揪着我们的心，扣人心弦。

1.关注环境描写

在主问题“这篇小说写了一位怎样的老支书？找出描写老支书动作、语言、

神态的词句，结合故事情节说说你的理解”推进过程中，我引导学生关注环境描

写，用此学习活动推进主问题：“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画出描写雨、洪水和

桥的句子。选择一句你认为描写最生动的句子，多读几遍，说说你的体会。”虽

然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人物的动作、神态和语言描写，但是人物的言行都是

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在以环境描写见长的小说中更需要关注环境描写。

2.在环境和情节的交织中体会人物形象

如果学生把环境刻画与情节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人物。《桥》

全文可以根据洪水的变化，梳理出一条情节发展脉络：“山洪爆发，村民慌乱逃

命”——“洪水逼近，老汉组织撤离”——“洪水肆虐，老汉揪出小伙”——“洪

水涌来，吞没两人”——“洪水退后,老太太祭奠亲人”。随着情节的推进，老汉

这个形象也逐渐清晰、高大起来，村民们的慌乱与老汉的沉着，村民以个人利益

为先与老汉以群众生命为重的鲜明对比，树立起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典型形象。



（二）情节描写见长

有些小说篇幅较长，情节更加一波三折。如《金色的鱼钩》与本单元其他两

篇小说比较，篇幅相对比较长，情节更加曲折。

1.梳理情节脉络

小说一波三折的情节设计，会让故事跌宕起伏。学习时要先引导学生根据故

事的推进，梳理出情节线索。如《金色的鱼钩》一课情节脉络：老班长接受照顾

病号任务——钓鱼做鱼汤给我们喝——要我保守不喝鱼汤的秘密——命令战士

喝下鱼汤——草地边壮烈牺牲。梳理清楚情节，也就初步把握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2.在情节和环境的交织中体会人物形象

《金色的鱼钩》一文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是发生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草

地路上的故事。这就需要学生课前先对长征的历史环境和过草地的自然环境有个

清楚的认知，才能更好在情节中体悟人物形象。课文中的大草原说的就是松潘草

原，它地处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相连部位。面积约为 1.52 万平方公里。平均

高度为三千五百米以上。但因为排水条件不好，产生了大量的沼泽。水草盘根错

节，成为片片草原，覆在沼泽之间。过草原天气条件十分严酷，日平均温度都在

零度以下，雨雪天气风雹来去诸行无常。过草原是中央红军长征战斗中最为艰难

的行军。在行进途中，稍不注意，偏移了路线，便可能深陷泥沼，甚至遭遇灭顶

之灾。但也就是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人们还能体会到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铁人

般顽强的毅力和故事主人公老班长所体现的中国工农红军老战士身上忠于革命

斗争、舍已为人的高尚品德。

(三)人物描写见长

有些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比较多，关系也较为复杂。在故事中重点对人物语言、

动作、神态、心理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这就需要我们重点关注。比如《穷人》

这篇小说在人物刻画上重点运用了心理描写。桑娜的心理过程贯穿整个作品的自

始至终，因此可以说，桑娜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几乎全是通过心理活动的描

写来凸显的。

1.厘清人物关系

在人物不止一个，关系较为复杂时，我们可以先通过梳理人物关系图来把握

文章主要内容。在教学《穷人》时，为推进我的主问题，我先让学生快速默读课



文，圈画：文中主要出现了哪些穷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梳理完后学生也就

初步能够把握小说的主要内容。

2.在情节和细节的交织中体会人物形象

《穷人》这篇小说在人物刻画上重点运用了心理描写。本文中最精华的是描

述桑娜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

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

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

作自受……恩,揍我一顿也好……”通过此处非常详细生动的心理描写，我们就

能够知道，桑娜很担心丈夫会责骂她，在丈夫回来之前，她的不安、犹豫与害怕，

都是这“抱”与“不抱”的两难选择的结果。作者用断断续续的心理活动，对主

人公作了一次更加直率的心灵拷问，“保全自己”和“牺牲自己”这种意义上的

道德斗争，是对人性的真实考验。这样的心理描写，使情节跌宕起伏，使人物形

象更为立体而生动。

3.体悟环境烘托作用

小说环境描写能推进情节发展，凸显人物形象。比如《穷人》中在第十二自

然段的环境描写，只有一句话：“门突然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子。”这是

与上文呼应的。海上的风暴，屋外狂风呼啸、波涛轰鸣，都暗示着这对夫妻的生

活艰难，也为他们毅然决然收养西蒙孩子的可贵品质作了很好的映衬。在探究主

问题：“整篇小说，字里行间找不到一个‘穷’字，这些穷人真的很穷吗？你是

从什么地方读到的？”时，体悟环境烘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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