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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高段结构化任务群设计的

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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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是学生的谞言技能 、思维能力 、 审

美鉴實和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培养 的关键 。 当前教

学面
．
临教翁与生活脱节 、学生参与度低 ｓ敦学方法单

一馨掷战 ， 限制了參生语文核心素养 的培养。 为虚对

挑战 ，教师霈创新教学方法 ， 构建以 学生
＇

为 中心 的模

式 ，可 以逋过结构 化任务群设计多层次 、多脊化的 任

务 导学生主动学习 ：

＊培养语文核心章养６ 本文 以

部编版小学Ｍ高段教対为依托 ＜结合建构主义＃习

理论和任务驱动拳苺理论 ， 探讨 了
一种创新敦学楔

：式 ， 以供参警＆

＿

、教学现状分析

（

一

〉教学 内容与 学 生 當求脱节

鑛材中的施＿虽魏親典 但其由翁未包食巔＿的

社会事件和技术发氣 与学生的生活实际脱节 教学

活动未能触及学生的真实兴趣 ，导致学生缺乏学 习 动

力＾ｆ生缺乏将谱文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 的机会 ， 缺

少与现实世界问题的联系 ａ 教材在培养学生 的信息

畫养方面 内 容不足 ， 未能适应输息时代 的要求 。 比

如 ，在信息爆炸 的 时代 ， 敎材却鲜少敎授孥生如何
＇

辨

别网络信息的萁伪 ，这让他们有点儿手足无措 。

（
二

） 学生参与鹿不足

在语文课堂上学生缺少主动参与 的讨论和互动 ，

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 。 学生在课食上缺乏 自 主选择

学习 内容的权利 ， 主体性未能得■充分体现 ＾ 学生的

Ｒ馈渠盡不畅 ， 教师难 以裉据学生 ．反馈调整教学方

法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缺少有效手段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學生 ：内在兴趣未被充分调动 。

（
三

）教学方 法的传鍊性

语文教学活动形式单一 ， 缺少创新性和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 ０ 在谋堂上微师与学生之间缺少有敫互动 ，

知识传递多为单 向性的 。 教学评价方式过于依赖考

试成绩 ，教师缺乏对学生学 习过程和 多元化能力 的

评价 。

（
四

） 忽视学生个体差异

在小学语文教学 中 ，教师往 Ｉｔｅ？以顾及＿每^

学生的个体差异 ，采用
“
一刀切

”

的敎学方法《 这导致

一些学生踉不上教学进度 ｖ面另
一些学生则可能感到

无聊 为他们的学习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学生在语 ＇

文学习
．
上的能力：存在義异 ，

一些学生可能阅读速度较

快 ，理解力较强 ， 而另一些学生可能需要吏參时岗来

消化和理解柑同 的 内容 。 在大班教学环境 中 ， 教师很

难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指导和支待。 而且不词

学生有不同 的学习风格 ，有的 偏好视觉学习 ， 有 的偏

好听觉学习 ，还有的偏好动手操作 ＾ 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 ：往以讲授为 主 ， 不利于满足不闻学习 风格学生的

脔摩 。

二
、结构化任务群设计的理论基础

（

一

） 建构主义学 习 理论

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学习者主动

建构而非被动接受的 。 在４ 、学语文高段教学 中 ，教师

可以设计任＃群 ， 引导学生通过探索 、讨论和实践来

建构知识。 例如 ，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

在模拟的情境 中学 习 和使用新词汇 。 教师可以设计

一个以
＂

家猶
＂

友主题的任务群 ， 学生通过收集家庭成

员的图片 、绘制家處树 、编写參庭成员 的 小故事等铦

动、，来学习和使用与家庭相关的词汇和句型 。

（
二

） 任务型语言教学理论

任务型语言教学强调学生通过完成具有实际意

义的语言任务来促进语言学 习 。 在小学语文高段教

学中靡师可 以设计真：实或模拟 的语雷使用 任务 ， 让

２０２４ ． １ ５斯臂 慧７



创新教育

孝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攀每语言 。 比如 ，教师可以

设计—个
＊

小小记费
《

任务 ， 学生需要采访同 学或家

人 ， 收集 ．

关于他们最喜欢 的书籍的信息 ， 并撰写
一篇

銜短的报道 。 这个任务不仅能锻炼学生的 听说能力 ，

也能提高写作技能 。

（
三

）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强请ｆ 习发生在社会互动 的过程

中 ，特别是逋过更有知识的 他人的指导 ＝ ＞在小学语文

高段教学中 ， 教师可 以通过小组合作学 敦学

等活动 ，促进学生之间 的互动和学 习 。 比 如 ， 教师可

以 ．开
：
展一个以

“

季节变化
”

为 主题的小组项 目
，每个小

组成员負靑收集湘分享
一个季节的相关知识 ３然后

一

起制作一个季节变化的展示板 ， 通过合作学习加深对

饲汇和句型的理ＩＩ和记忆 。

三 、结构化任务群设计的要点

（

一

＞ 
ｆｔ 学生为 中 心 的教学理念

一是个性化学习路径 ：
。 对于醅爰科幻的

“

小天文

学家＇教师可以设计
“

太空探脸
”

的 阅读任务 ，让他们

在阋读中发现语官的魔力 ；贫于拥有表演天赋 的
“

小

演虽＇教师苋以安排角色扮演 ，让他们在ｆ草船借箭》

的课文剧 中 ， 通过诸葛亮 的 角 色 ， 体验智 慧 的 力量＆

另外 ，教师可以设计
一个

“

阅读之星
”

活动 ，鼓励爰 阅

读的学生分享读书心得 ，提升阅读兴趣 。

二難活化鮮 内容 。 教师可 以结合社会热点 ，

如环境保护ｊ 丨 导学生讨论并撰写相关主题 的作文 ，

或者利用节 卩 纪愈 ０ 馨时机 ，让学生收集相关诗词 、

故爭 ， 开展主题学苺 ｓ 教师可 以鼓励？生戒为孥习领

域的
“

小探辑家
”

， 比如 ，学生可以通过项 目式学习 探

究
“

诗歌中 的 自然描擎＆ 在小组合作中 ，学生可 以共

同完成一个任务 ，
比 如 ，合作编写一本班级诗集 。 教

师还可以 引导学生成为自 我反思的
“

哲学拿＇逋过与

日 记来思考 ＿ 己 的学３过輕 ，或者通过 自我评价来认

识 自 已 的强项和待改进的地方 ^

三是分层住务 的设置ａ 教师可 以 为所有学生Ｈ

供基础性学习 任务 ， 确保避文基础知识的牢 固拿鎮 。

对于 ０凝掌握基碰知识的学生 ， 教师可以 提供更具挑

战性的拓展任务 ，促进其．语文学习 能力 的深人发 展 ｅ

教师齒麸励学生渗与创新性项 目 ， 如 自 主研弗 、文学

创作 以培葬其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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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任务驱动学 习

一是主题式任务设计 ＾ 教师可以
“

自然
”

为主题 ，

设计義然观察 ０１３ 、 ｔ然风光绘爾 、 户外教学等多样

化任务 。 比如 ，教师结ｔ部编版教材 中 的
“

英雄
”

单

元 ，可以组织学生开展英雄故拿潼讲比赛 。

二是跨学铒项 目 。 教师可 以 结合科学锞的
“

植

物
”

主题 寒求学生收集楫物标牢 ，并运甩文字描述其

特点 ，或者与美术课联动 ，
开最

“

古诗配画
， ’

活动 學

生为拳过的古诗配插图 。

三是实践活动 的整合 ｓ 教师可 以安排学生参与

社区厨书捐赠活动 ， 并 以 此 为 主題撰写感想文 ，
也可

以结含
“

春节
”

主题
，
让孝■采访家人 ， 收集春节习 俗 ，

制作成班親文触

（
三

）教师 角 色的转变

一是弓 丨导者的角色 ｓ 在新课导入时 ， 教师可 以提

出开放性问题 ， 引 导学生主动探索和思考 比如 ， 教

师设计问题情境＾如
“

如果你是故事中 的 主人公 、你会

怎么做 ？ 

”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

二是协助者 的 角 色 。 教师可 以提供率富 的学 习

资源 ，如推荐 阅读书 目 、提供网络学 习平 台等ｓ 在学

生进行项 目 学 习 时 ， 教 师可 以 提 供必 要 的 指导 和

帮助 。

三是评价者的角色＜教师应Ｉｆｅ童形成性评价 ，关

ｆ主学禮的学习过程 ，如譬习态度 、参与 度等 ，采用多元

化评价方式 ， 如 自我评价 、 同伴评价 、教师评价等 ， 全

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

（
四

）教学資源 的整合利 用

部编版培文教材不仅是知识的宝库 ， 更是引导学

生探索语文世界的地图 ￥ 教师应深入挖掘教材 中 的

每一个故事 、每一篇古诗 ， 让它们成为点燃学生思维

火花的火种 。 课外书籍如 同 星辰大梅 ， 能引导学生在

知识的海浮中邀游 ，
， 教师可以 引人《真洛的 网 ＞

：切 、王

子｜等经典儿童文
＇

学作品 ，
让学激在阅诗中 体验不词

的生活  ＜感悟人笙时真懷。 瓦联网是一个无边无际的

知识宝库 。 教师可以利用在线教育苹合 ，引导学生观

看＜ 
唐诗三百首 》 的动菌無＃ ＃听专家对Ｉ论请 》 的深

人讲解 ，让学习突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 ｓ 社 区 图书馆

是学迮的 阅读乐ａ 。 教师可以 定期组织学＆去 图 书

馆 ，让他们沉浸在书香 中 ，培赛他们 的 阅读兴趣和 习

愤 。 社Ｍ ：文化 中 心
：録孝生＃疲文化的好法处 ＾ 敦师



可以带领学生参观书法展览 ， 观看減剧邊演 ， 让他们

在義身体後中＿＾中华文化的魅力 。

（
五

）评价与 反馈机制

一是过程性评价 。 教师可 以通过学生在课堂上

的每一个服神 、每一次举手 ， 捕捉他们对拳习 的热情

与态度 ，就像摄參师捕捉瞬 间 的镜头 ■

， 记豪下他们学

石 的惠Ｉｔ滴濟 。

二是绪果性评价 。 教师虛对每一份作业都进行

细致的批改 ， 不仅要关
－

注答案的Ｅ确性 ， 还要芙注学

生思考的过程 ＾鼓励他们的创新与尝试 。 教师应提供

学生麗示的舞台 ，如作文 、绘铺等 ， 让他们 國伴猶韋

声中收获 自慣ｖ在教师的点评中获得成长 。

三是貞 我评价与 同伴评价 。 教师应引 导学生进

行 自我评价 ，让他们在氐思 中认识 自 我 ，发现不足 ， 这

是他们成长的必邀之路 ，
也是 自 我提升的起 陳伴

评价能让学生学会欣赏他人 ， 学会批判性思维 ， 他们

在给予他人评价 的 同 时 ， 也在学习如何接受评价 ， 这

是培养他们社会交往能力 的重Ｈ

四 、 教学实践案例

（

一

》案例
一

：
古诗文鉴赏 与 创 作

以五年級下册的
“

古诗二首
”

单元为例 ，孝生可以

选择ｔ春夜喜＃》或｛扛
＇

畔独步寻花 》等古诗 ＆ 教师可

以对学生分组 ， 每组选＃ 

一首貪诗迸行揮入分祈 ， 探

究诗歌的意境 ．

、情感和艺术特色 。 接着
ｓ
孝佳可以 古

诗兔麗感 创作一會诗歌 ， 体现古 的韵腺 ，周时融人

现代
；
元素 （

３

学生逋过角 色扮演 ， 如
“

我是诗人％可以在小组

内模拟诗人创作时 的情景４曽强对古诗情感的 体验Ｓ

在创作诗歌时 ， 教师应
＇

敖励孝生结杳 自 己 的生活 体

验 ，如擁生栝顧趣轉 ，使作品充满生栝气息 。

（
二

）案例二 ：

故事接龙与 角 色扮演

以六年级上册的
＂

寓言故專
”

单元为 例 ，孝Ｓ５可以

选择《守株侍兔 》 的寓言故事通《守株 ．涛兔 》 的故事菅

售转换为现代都市 ， 主角 由农夫变方一位职场新 人 。

学生可以讨论弁确定现代版故事的主题 ， 如
“

机遇与

努力
” “

梦想与现实
＊ ’

等＾ 根据现代版故事的需要 ， 学

习小组可以分配角色 ， 如主角 （ 职场新人 同事 、 老

板 、朋友等 ８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ｔ旧樹品或筒易

材料 ，如纸箱 、藝纸＃ ， 制作与角色相关的道具。 在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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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施过程中 学 ．Ｓｒｉ！ ？先确＆梭事的主顧和輪节

如将 ｛守株待兔）改编为现代版的
“

等待机会＇讲述一

个现代人等待机遇 的故＿＾ 学生轮流为故事添加情

节 ，形成完整的故事链 ／每个人都要贡献 自 己 的 创意ｃ

通过角色扮演 ， 学生能深入理解角色性格 ， 提禽 ：表达

能力和表演技巧 ６

（
三

）

＇

案舰三 ：新 闻报道与评论

以六年级下册的
“

新闻 阅读
”

筚元为例 ， 学值对 以

通过小组合作 ， 收集相关新闻事＝件的资料 ， 如上 网搜

索 、 闽读报纸等 ，通过撰写新 闻报道 ， 学习 如何客观 、

准确地描述事＃ ，
注意新 闻语言的准确性和简洁性 。

然后
ｆ
学生可 以 从多个角 度对事件进行评论 ， 如社会 、

法律 、道德等 ， 培养批判性：思雄和多角 度思考向题的

能力 。

五 、教学效果分析

学生在活动 中 的参与度淹：１育 以用 全稽投人
”

来形容 ，他们不仅在課堂上讨论得热火朝天 ：
， 连课间

休息肘也在为角色扮演做准备 ，仿佛每个学生都成了

小雜
”

。

在小组僉作 中 ， 学生展现出了惊人的 团 队精神 ，

他们互相帮助 ， 共同解决问题 ＆ 在创作过程中 ， 学生

的创纛融不翁 ，他们用 自 己 的想象力为故事■人 了

新的生命力 。 在角色扮演 中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

到了提升 ，他们学会了 如 －何用恰 当的语言来表达角 色

的情感和性格 。 在评价和反馈环节 ， 学生展现 出 了初

步的批判性思维龍力 ， 他们能客观地评价 ｇ 己和他人

的表现 ，提 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６

总之 ，结构化任Ｉ群学习模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 ａ 学￥不再是被动接受者 ｒ而是

能主动地分析 、推理和批判文本 ，渾人理解作者意爾 。

这种模式激发了学笙的主动学习精神 ，
从

“

要我学
”

变

成
“

我要学
”

，逋过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等实践活动 ，锻

炼了 他们的实践能力 ，学会了 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

（作者单位 ： 江苏省常州市常州经开区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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