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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学科融合教学策略
——以小学语文教学融合劳动教育为例

■山东省临沂罗西小学 刘 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强调了学习任务群在教学设计

中的重要性，推动了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育理念的

更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将劳动教育融

入语文教学的途径，使之成为培养学生实际能力、

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思维的有效手段。设计学习任务

时，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内容中与劳动教育相关的

元素，合理安排各类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际操作

中更好地理解语文知识。同时，注重启发和引导学

生思考，使其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培养学生的劳动习

惯，从而更好地实现语文教学与劳动教育的有机融

合，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一、小学语文教学融合劳动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实践精神

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劳动教育，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实践精神。通过实施与劳动生活相结合的语

文教学活动，学生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可以直接

感受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实际意义和文化内涵，

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应用能力，而且

有助于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

展。将劳动教育融入语文教学，可以使学生在语文

学习中体验到劳动的价值，引导学生在实际生活

中运用所学知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实

践。这种融合教学法将语文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

相连，增强了语文学习的实践性和实用性，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和实际效果，培

养学生的实践精神和动手能力。

（二）开阔学生学习视野

融合劳动教育于小学语文教学是一种富有创

意和前瞻性的教育策略，这种融合有助于开阔学生

的学习视野，使学生在多元化的学习环境中全面成

长。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侧重于文字和语言表达的

教学，缺少了与现实生活经验的紧密联系，而劳动教

育的引入则能够弥补这一不足，使语文学习不再局

限于课本和课堂。通过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学生

能够直接了解社会的多个方面，这对于拓宽学生视

野，加深学生对社会的认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且劳动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能够引导学生在更

宽广的语境中理解和运用语文知识，在实践中体验

语言文字的魅力。

（三）深入贯彻全人教育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合劳动教育是深入贯彻全

人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全人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

发展，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获取，还包括德、智、体、

美、劳各方面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劳动教育

与语文教学的结合使学生在获取语文知识的同时，

培养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劳动是

一种德育过程，学生可以在劳动中学会尊重他人，学

会合作，学会负责，从而实现德育目标。此外，劳动

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通过劳动，学生

可以更深入地感受到生活的美，自然的美，从而在语

文学习中更好地体会和表达美的感受。这种教学模

式有助于实现全人教育目标，使学生在知识、能力和

素质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

二、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小学语文教学融合劳动

教育策略

（一）情景设计，实践中学

《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学习任务群要“整

合学习内容、情境、方法和资源等要素”。因此，语文

教师可以在融合教学中创设相关情境。情境设计策

略主要侧重于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实践背景，以使

学生浸润在更加真实、贴近生活的语境中，利用教材

图片和多媒体等资源设计富有生活气息和实践性质

的学习情景。此外，情境设计有助于突显劳动教育

的实践性和实用性，使学生在日常语文学习中自然

而然地了解劳动的价值，更好地实现学科知识与劳

动技能的有机结合。

首先，教师可以利用教材图片创设情境。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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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上册语文园地五中的《悯农（其二）》的教学为

例，教材插画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生动展

示了农民伯伯在烈日下辛勤耕作的情景，这种直观

的视觉表现形式有助于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

劳动的艰辛。通过观察和分析，学生可以更直观地

感受到农民的辛勤劳作，从而进一步理解诗句“粒粒

皆辛苦”所表达的深层含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体会每一粒粮食都凝聚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再停留于文字和语言表面，而

是更深入到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去，挖掘劳动的真正

价值。

其次，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丰富教学方法，增

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例如，在《悯农（其二）》一课教

学中，多媒体可以更加全面、立体地展现农民的劳作

情景，为学生提供一个更真实、生动的学习环境。借

助多媒体资源，教师可以播放与课文相关的劳动场

景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

辛勤。比如，播放描绘农民如何在田间耕作、播种、

收获的短片，使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都能更深入地

感受劳动的全过程。同时，通过多媒体展示不同季

节、不同地区农民的劳动情景，使学生更全面地了

解劳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此外，多媒体还可以用

来展示与课文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劳动工具和劳

动方式的演变等内容。例如，展示古代和现代农民

使用的不同劳动工具和劳作方式的对比，引导学生

思考劳动方式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对劳动生产的影

响。多媒体的丰富展示和情景再现能够加深学生对

劳动的理解和感受，有助于培养其良好的劳动观念。

（二）任务驱动，目标引领

任务驱动、目标引领策略强调在明确的学习目

标指引下，设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学习任务。该

教学策略侧重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在实

践中探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精心设计的任务，学

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思考，使学到的知识和

技能更加牢固，同时，有助于将劳动教育自然融入语

文教学中，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感受劳动的

价值，形成良好的劳动观念。

《课程标准》提到，1—2 年级学生的学习任务

包括“感受和学习生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

此，在学习一年级下册《端午粽》一课时，基于学习

任务群的指导，语文教学融合劳动教育的目标可以

设定为：通过学习《端午粽》这篇课文，让学生深入

了解并体会粽子制作的劳动过程及其背后蕴含的文

化历史。教学任务可以设计为：引导学生探究粽子

的制作流程，从选择材料、清洗、浸泡糯米，到包裹、

煮熟，每个步骤都涉及劳动的投入和技能的运用。

任务的进行可以设计成与生活紧密结合的活动，

比如邀请家长或粽子手艺人来学校，现场展示粽子

的制作过程，让学生亲自参与尝试，体验劳动的乐

趣和劳动成果的喜悦。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学生

能够直观了解到劳动的价值，认识到每一份劳动成

果背后都包含着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付出。同时，

在学习粽子背后的文化和历史知识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这样的传统文

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劳动实践中来，共同感受劳

动的魅力。这样的教学策略和任务设计既体现了语

文教学的实际运用，而且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感受

到劳动的重要性，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

的良好品质。

（三）互动交流，共同成长

互动交流聚焦于营造丰富的师生、生生交流环

境，通过开放、平等的对话，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价值

的传递。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倾听他

人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思考，形成更全面的理解。教

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这种策略有助于劳动教育的融入，通过交流，学生能

够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分享劳动体验，培养积极

的劳动态度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一方面，教师应营造良好的师生互动环境。以

五年级上册《落花生》一课的教学为例，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充当引导者的角色，提出探究性的问题，

引导学生思考《落花生》这篇散文中的劳动内涵和

人生哲理。比如，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在种植和

收获花生的过程中，你觉得作者家人都做了哪些劳

动”“你认为故事中的花生和人有什么相似之处”

引导学生更深入地思考文本，更好地感受劳动的价

值。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可以更主动地参与教学

互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教师则根据学生的回

答给予适当反馈，引导学生更深入地思考，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而且能够培养学生

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

另一方面，教师要积极鼓励生生互动，组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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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小组讨论和分享。每个小组可以根据教师给

出的问题或者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角度，围绕《落

花生》这篇散文进行讨论。比如：“同学们知道种

花生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引导学生分享自己的

经验。在小组讨论环节，学生能够围绕这一主题交

流自己对种植花生或其他植物的理解，彼此互相学

习、共同成长。有的学生分享：“我认为种植花生时

应该选择合适的土壤环境，注意浇水和施肥。”有的

学生基于自己的亲身体验分享：“我之前种过绿豆，

发现温度和湿度对植物生长都很重要。”通过生生

交流，学生能够从中获取更丰富的知识和不同的视

角，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分享给予适当指导和反

馈，通过这种方式，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建立起更加

紧密的联系，共同探讨和解决问题，使教学过程充

满活力和实践性，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知

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四）深挖教材，资源整合

利用教材内容发掘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元素，能

够为学生提供丰富且有深度的学习资源。通过深入

挖掘，教材中关于劳动的情感和价值可以被更好地

传达。同时，结合其他教育资源，如相关文献、视频

或实践活动，可以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劳动的

意义。这种策略有助于构建一个立体、多元的教学

模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

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例如，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中的《四时田园杂

兴（其二十五）》《宿新市徐公店》《清平乐·村居》

等古诗自然地融入了丰富的劳动元素和情感，其中

流露出的劳动之美和劳动之情为教师深入进行劳

动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良好的契机。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中的劳动

情感，感受劳动带来的喜悦。如《四时田园杂兴（其

二十五）》，诗人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初夏的

紧张劳动气氛，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辛勤和收获的

喜悦。《清平乐·村居》通过描绘农村五口之家的生

活状态，展现了家庭成员在劳动中的角色以及劳动

带来的幸福感。

在深挖教材和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教

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情感和价值的传递。例

如，在《宿新市徐公店》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注意课文中的场景和人物，通过这些具体描绘让学

生感受到农村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还可以将教材

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利用网络和多媒体资源，举

办“我眼中的劳动者”主题活动，让学生通过采访、

调查等方式近距离接触劳动者，了解其劳动过程和

劳动感受。通过这样的教学策略，学生能够在理论

学习和实践活动中不断感悟劳动的真谛。

（五）作业设计，强化实践

作业设计在强化实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能

够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际，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锻炼其动手能力。《课程标准》指出，学习任

务群教学设计中要“注意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避免

死记硬背、机械训练”。通过合理的作业设计，学生

可以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

因此，作业设计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思维，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更好地掌握知识，实现劳动教育与语文教学的

有机融合。

作业设计应紧密围绕课堂所学内容，借助日常

生活中的实际场景，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行

动相结合。在教学完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后，学生

已经深刻理解了父母之爱的伟大和无私。为了让

学生亲身体验劳动的辛苦和父母的付出，教师可以

设计这样的作业：学生回家后主动承担一些家务劳

动，如洗碗、拖地、做饭等，亲身感受劳动的过程，并

在劳动中体会父母日常的辛勤付出。这样的作业设

计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劳动的价值，还

能培养学生的感恩心态。通过亲手做家务，学生能

够更直观地理解和感受父母的辛勤劳动，体会到劳

动带来的满足和快乐。完成家务劳动后，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感悟记录下来，以作文的形式

呈现出来，这不仅是对学生语文表达能力的锻炼，也

是对其劳动实践和感恩教育的反思。

三、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小学语文教学融

合劳动教育是一种富有创新和实效的教学策略，有

助于打破传统的教学局限，使教学方法和内容多元

化，使语文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种方式不仅

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语 文知识，还可以在

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情感，激发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焦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