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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的推行和新课标的颁布对课堂教学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大单元背景下的结构化教学以整体阅

读为核心理念，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整体规划、系统性和连续性，在大单元视角下将语文教学和语文阅读、文学欣赏、写作表

达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统领照应，教学任务结构化—教学情境设置结构化—作业设计结构化—”形成结构化阅读教学策略，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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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以下简称

“新课标”）提出：构建语文学习任务群，学习任务群的

安排注重整体规划，根据学段特征，突出不同学段学生

核心素质发展的需求，以体现连贯性与适应性。［１］ 大单

元教学在本质上与新课标提出的语文学习任务群有相

同之处，它与语文学习任务群内涵的整体教学思想一

脉相承。 可以认为，大单元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学目标

群的具体化，是实现语文教学目标群学习要求的重要

路径之一。［２］而结构化的本质特征主要是将语文学科

的所学知识，根据不同的教学主体、学习过程、学习环

境和知识资源等重要元素加以有机整合，并产生结构

化的教学内涵，从而做到了语文课程教学的典型性和

“少而精”。 因为语文课程知识不是静态的各学科知识

的简单叠加。［３］ 文章以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第

五单元为例阐述说明教师在大单元背景下，开展以单

元教学任务安排、教学情境设置、单元作业布置为内容

的结构化设计过程。
“了解课文按照一定顺序写景物的方法”是这一单

元的重点，也是难点。 怎么突破呢？ 可以从大单元的

视角出发，结构化统筹安排，进行整体组织，开展大单

元结构化统整阅读教学。
一、统领照应，教学任务结构化

（一）整体整合，设定单元大任务

基础教育发展课程在教学策略上主要采用单元整

合教学，实施一课一得，将教材进行整合，每个单元聚

焦一个大问题即本质问题。［４］ 教师可以根据本质问题

在教学中以“整体阅读”为核心理念来进行结构化阅读

教学。 在整体把握本单元文章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教

材单元编排意图同时兼顾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要求，
通过整合，以大单元的视角确定本次教学的“大目标”，
设定单元大任务。

本单元的主旨为“妙手写美景，巧手著奇观”，主要

包含了两个语文要求：１．学会按一定次序描绘景色的方

法；２．学会按游览的顺序描绘景物。 单元课本收录了

《海上日出》 《金华的双龙洞》和《颐和园》，以及例文

《颐和园》《七月的天山》。 例文后面则是安排了游记类

的半命题作文和语文园地。 分析整单元的内容编排，
其编排与景物有关，让学生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

激发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因此笔者立足学生核心素

养，将单元大任务目标重新设置为：“美景画中游，导游

我最佳”。 在“最佳导游”这个大主题任务的统领下开

展单元教学任务。
（二）细化分解、设定单元小任务

设定了单元大任务之后，接着将其分解成若干个

具体的小任务，将这个单元的学习总任务划分为若干

个可以独立执行的任务，并通过合理安排任务的顺序

步骤，确保大单元教学活动的流程和结果的有效管理

和控制。
如本单元在“最佳导游”这个大任务的统领下又分

解成具体的三个任务。
任务一：“备考导游资格证”。 该任务目的在于具

体落实“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任务群的学习任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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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单元的生字学习。
任务二：“小导游岗前实习”。 该任务目的在于通

过引导学生画游览路线图，理清游览顺序。
任务三：“我是最佳小导游”。 该任务目的在于落

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通过该任务引导学生按照游览

顺序描写清楚印象比较深刻的景物，全面提升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
几个小任务落实后，单元总任务就完成了。 大任

务与小任务既形成总分关系又相互照应。 大任务统领

了小任务，小任务落实了大任务，实现了单元教学任务

的结构化。 学生在“导游”这个清晰可见的任务驱动下

对于本单元的学习发挥出更积极的主观能动性，积极

推动了他们核心素养的发展。
二、巧妙安排，情境设置结构化

大单元背景下的小学语文结构化阅读教学需要按

照一定的情境将有关的内容进行结构重组，通过将单

元核心知识分解到每一篇课文的学习以重新建构单元

知识，同时在大视野下统揽全局创设真实情境，实现学

习情境结构化。 为了落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笔者立

足大单元，通过一次次情境的创设巧妙地完成了本单

元的教学任务。
（一）搭建支架，立足单元巧建构

笔者创设了当最佳导游的真实情境后，以“准备拿

导游证书”落实了“语文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任务群

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海上日出》和《记金华的双龙洞》以及《颐

和园》《七月的天山》这两篇例文时，则是创设了“小导

游出发了”的学习情境。 将班级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
每个学习小组选出若干名导游带领本组同学游玩这两

个景点，并进行 ＰＫ 比赛。 这个情境的设置让学生们进

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小组成员分工、合作，课前积

极查找了海上日出、双龙洞、颐和园、天山的相关文字、
图片、视频资料，做好讲解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境中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感，
圆满地完成《海上日出》和《记金华的双龙洞》等课文的

学习任务。
（二）创设情境，难点内容巧突破

学会按照游览的顺序描绘景物是单元的难点，怎
么突破呢？ 可以围绕学习难点创设情境，巧妙突破。

笔者围绕单元难点设置“小导游岗前实习”的情

境，设计两个实习任务：１．让学生完成“初试身手”———
星期天，你要带一位同学参观植物园。 根据下面的示

意图，画出参观路线，再按顺序为游客制定两条不同的

游览路线。 ２．选择你游览过的一处景点，详细介绍印象

最深的地方并写出它的特点。 为了顺利完成实习任

务，学生个个摩拳擦掌，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实习比赛”
活动。 在这样的比赛中学生不知不觉突破了难点，掌
握了按照游览顺序描绘景物的方法。

为了引导学生掌握过渡句的使用，笔者在创设的

“小导游出发了”这个情境中，引导学生在旅游过程中，
重点关注旅行地点的变化，在走进叶圣陶先生的“记金

华的双龙洞”这篇课文时，小导游个个“火眼金睛”，很
快就找出了表示作者行踪变化的语句。

１．出金华城大约五公里来到了罗店，过了罗店就渐

渐入山。
２．在洞口抬头望，山相当高，突兀森与，很有气势。
３．这是外洞。
４．这就到了内洞。
除了这条显性的行踪线索，小导游们又梳理出另

一条跟随泉水流向的隐性线索。 通过这些介绍行踪的

句子，学生们明白了这样的描写使景物的转换更为自

然。 所以要当一名合格的导游，除了要把游览的顺序

介绍清楚，还要注意过渡语言的使用，游客听得比较清

楚，而且景物之间的转换比较自然。
（三）创设情境，整体梳理巧安排

最后，通过设计评选“最佳导游”的活动整体梳理

本单元的学习成果。 本单元最终指向单元习作，为了

将本单元的语文要素训练落到实处，完成本单元的习

作教学任务，笔者创设了“我是最佳导游”的评选活动。
最佳导游的评选方法为：请你按照游览的顺序写一写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 在这样的情境设置中学生

完成了本单元的习作：“游 　 　 ”。 因为有了前面几个

情境的设置铺垫，学生学会了移步换景，他们借助为自

己的游览路线巧妙地加上过渡句的方法较好地完成了

单元习作任务。
在单元阅读教学中通过这样结构化的真实情境的

设置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到他们的学习过程，
同时将指向写作核心知识的中心任务在大单元的背景

下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中，润物细无声。 学生在

这样的建构与探究中，视野关注到的不再是“一片叶

子”而是“一片森林”，他们的思维深度和广度以及语文

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与发展。
三、整体作业，使作业结构化

（一）基于单元内容的统整设计

当前的作业设计或者完全依附于课堂教学的情

况，强调对课堂教学知识与技能的巩固；或者与课堂教

学和课程标准毫无关系，成为“应试工具”。［５］而大单元

背景下的作业设计上，首先强调整体性、系统性，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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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零散的、孤立的机械操练。 单元作业需要学生综合

运用该单元的核心知识和方法等完成作业。［６］ 比如在

统编版四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的教学中，笔者带领

学生走入“导游”的世界，因此在本单元的作业布置中

打破了常态作业，丰富了作业形式。 在单元上课前，布
置了一个预习作业：请你通读单元中的四篇课文，在地

图上找一找他们的地理位置，圈出来，连成一条旅游线

路。 通过这样的作业引导学生整体把握。
除了常规的考察字词、课外阅读的常态化作业外，

笔者以整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设计，根据单元情境教

学布置单元作业：我为家乡美景写游记。 学生利用周

末时间以小导游的身份游览家乡的云洞岩并规划一份

详细的旅游路线图。 强调只有设计合理、舒适，能突出

景物的游览顺序，才能当一名合格的小导游。 在学生

实地游览完家乡的云洞岩后，笔者又结合大单元创设

的情境布置了一项“小导游带团旅游”的作业：
“小导游们，相信经过前期的准备，你们已经可以

带团旅游啦！ 旅游的地点就是家乡的云洞岩，云洞岩

哪些景点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 在你的旅游路

线图上把它圈出来，并想一想怎么向游客重点介绍呢？
景点跟景点之间你要怎么过渡衔接才能让游客身临其

境呢？ 赶紧动笔把它写下来并向爸爸妈妈介绍下，并

将介绍过程录制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为了当好小导游，个别学生多次跑到云洞岩“踩

点”并“论证”最优路线。 基于单元内容的统整作业的

设计使学生在大单元背景下的实践作业中探究，在实

践中总结，更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积极性，较好地发挥了

主观能动性。
（二）指向学习活动的情境作业设计

在教学本单元时，确定了大单元主题目标后，设计了

真实的情境作业。 为了了解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积累与

梳理”该任务群的掌握情况，笔者根据单元任务要求，设
置了小导游入门检查作业———备考导游资格证。 告诉学

生要取得导游证，必须先通过入门检测。 通过入门检测

学习作业评价她们的基础型学习任务群掌握情况：
１．根据拼音填词语，或者用横线画出正确的读音。
红霞的 ｆàｎ ｗéｉ（ 　 　 ）不断 ｋｕò ｄà（ 　 　 ），太阳

好像负着重荷（ｈè ｈé）似的努力上升，在跳出海面的刹

那（ｃｈà ｓｈà）发出 ｄｕó ｍù（ 　 　 ）的亮光。
２．根据拼音填词语，并给句子排序。
（ 　 　 ）过了 ｌｕó（ 　 　 ）店就渐渐入山。
（ 　 　 ）ｓｈíｚｈōｎｇ ｒǔ（ 　 　 ）和 ｓｈí ｓǔｎ 的形状变化

多端。
（ 　 　 ）穿过狭窄 ｈūｎ àｎ（ 　 　 ） 的孔障，就到了

内洞。
（ 　 　 ）从洞口抬头望，很有气势。
在学生学完《海上日出》和《记金华的双龙洞》这两

篇课文后，考虑到学生已经初步了解描写要有顺序性，
所以设计了给句子排序和用简笔画画出海上日出的全

过程以及画游览路线这样的作业。
在学完《颐和园》和《七月的天山》后，则是布置了

绘制颐和园和天山路线图。 通过这样的情境作业，学
生沉浸其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指向学生发展的分层作业设计

新课标作业建议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教师应该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科学设计，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

习需求和发展水平。 在本单元中，笔者从大单元角度

出发，细致分析学情后布置了以下几道作业，学生可以

自由“点单”，选择适合自己学情的作业。
１．熟读课文、抄写词语。
２．游览路线我来画。 请画出游玩过的景点路线图。
３．将自己本单元的习作加上游览地点的图片以及

相关视频发到“人人通”班级空间上并结合评价表阅读

其他学生的作品，如果你认为他写得好及时为他点赞

或者送花。
总之，大单元背景下小学语文结构化阅读教学是一

个复杂而又系统的教学过程，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整

体规划和系统性、连续性，在大单元视角下将语文教学和

语文阅读、文学欣赏、写作表达整合为一个整体，通过“统
领照应，教学任务结构化—教学情境设置结构化—作业

设计结构化”等结构化阅读教学模式，不断探索和总结经

验，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语文素养。 在这样的大单

元结构化教学中带领学生真实完整地经历一定的学习过

程，逐步形成或个体或集体的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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