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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周刊

余姚市长安小学 陈丽君

自“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对于作业设计更加重视。但是，在日常小学语文学科观课和教学调研

中，笔者发现教师在作业设计上会不同程度出现浅尝辄止、零敲碎打、重教轻学等问题。为此，笔者在

教学中提出了小学语文单元整体作业的概念，打破课文编排顺序，使学习支架动态化。同时运用多种

模式，精心设计单元整体作业，展开学习活动，促进学教效果，体现学、教、评一体化。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作业：让“双减”落地增效

教师在学生进行作业的过程
中应进行有序引导，使作业层层推
进，让学生在积极参与中亲历作业
过程，最终达成作业目标。具体作
业过程展开的策略如下：

（一）细化目标，螺旋上升。
设计有效的作业必须科学细

化作业核心目标，确定各阶段作业

子目标，从较低层次逐步达到较高
层次，最终实现作业核心目标。例
如在确定统编版六上册《穷人》作
业目标的基础上，将作业目标又细
分成五个子目标，使每部分的作业
有目标，呈螺旋上升、渐进的态势
发展。

（二）遵循规律，由浅入深。

作业的设计要根据知识的结
构特征和学生的认知规律进行设
计，做到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在统
编版六年级上册《狼牙山五壮士》
作业设计时，根据学生的认知过程
及语文教学的规律，将作业的过程
分成指向理解分析、应用、评价、创
造等（见下图）：

单元整体作业首先聚焦单元语
文要素，从一个相互延续的学情动
态发展过程中去思考，在关注学生
学习需要和学习经验的基础上，找
到学生语文能力发展的适切点来设
计和进行作业。

（一）整体关联，开展单元整体
学情分析。单元整体作业设计前开
展学情分析既要“勾连上下”，明确

语文要素与前面册次相关要素之间
的联系和区别，又要“环顾左右”，把
握好语文要素和本册其他语文要素
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明确单元
整体作业的定位。

（二）基于学情，确定单元整体
作业目标。基于学生的学习经验与
学习需要，定位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单元

整体作业目标，不仅关注作业的内
容，还要思考完成作业的过程和方
法，更要明确通过作业应达到的预
期学习成果，使作业成为教学的重
要支架，推进教学的开展。

（三）整体推进，生成单元作业目
标系统。以单元语文要素达成为中
心，力求两个“最大化”——转化为学
习活动的教育价值和学生的学习过

程热情最大化，在单元整体学习目标
的统整引领下，整体推进学生学习，
形成单元整体学习活动目标。如利用
作业本整合优化统编版六年级上册

“革命岁月”单元教学，将整个单元作
业目标定位为侧重于语言形式的迁
移，作业主要目标是达成单元语文要
素，同时制定单篇课文作业目标，使
整个单元的作业目标系统融合起来。

一、立足学情视角，定位单元整体作业目标

在单元整体作业目标的统整引
领下，打破原整组课文编排的学习
顺序，将单元整体作业与课堂学习
融合起来，合理转化为学习活动，整
体推进学生学习。

（一）打破课文编排学习顺序，
学习功能更大化。整组课文的作业
立足语文要素的更好落实，将课文
学习顺序进行调整重组。如统编版
六上年级“革命岁月”单元首先重点

学习《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两
篇课文，利用作业开展互文学习，使
学生对单元语文要素深入学习。接
着学习《七律·长征》《灯光》，旨在拓
展延伸，更好发挥单元整组学习功
能。

（二）将作业转化为学习活动，
学习支架动态化。将作业练习这一
静态的学习支架，转化为动态的学
习活动，将课堂作业本练习与课堂

学习融合。如统编版六上年级“革命
岁月”单元根据作业共安排六个主
要的学习活动，如《灯光》一课的学
习利用作业转化为学习活动“理解
课文在谋篇布局上的独特之处”，
《七律·长征》利用作业练习转化为
学习活动“以点带面，理清内容，感
受情感”。

（三）单元整体推进学习活动，
学习达成系统化。学习活动在课堂

学习推进过程中逐层开展，如统编
版六上年级“革命岁月”单元《狼牙
山五壮士》《开国大典》主要的学习
活动是“学习批注，了解点面结合写
场面的方法，并迁移运用”，《灯光》
的学习活动“理解课文在谋篇布局
上的独特之处，巩固深化学习”，《语
文园地·习作》学习活动是“观看阅
兵式，尝试运用点面结合的写法”，
使单元语文要素系统落实。

二、转化学习活动，发挥单元整体作业功能

教无定法，但教学也有法，应构
建学为中心下的单元整体作业模式
来推进学习过程，让学生亲历学习
过程，体现学为中心。单元整体作业
在单篇课文中一般可以分为前置
式、交互式、梳理式模式。

（一）前置式作业模式——以练
展学。

作业模式步骤：“前置作业——
独学——对学、群学——组内展示和
全班展示——达标测评——总结学
法”。并落实“三查”：独学时查学习
进度和自主探究情况，组内展示时

查出现的问题和准备展示的内容，
达标测评时查学生学习和掌握的情
况。

（二）阶梯式作业模式——学练
并进。

阶梯式作业模式将学和练的步
伐一致，相互交融并轨，合力达成作
业目标，一般可在自然段形式相近
和具有某一典型语言形式的课文学
习中进行，更可以在习作单元、阅读
策略单元等专题单元开展这样的作
业设计。

统编版教材中的习作单元都由

“篇章页”“精读课文”等六个板块组
成，六个板块各具功能，又彼此关
联，是顺着感知、发现、运用、深化、
活用这样的学习过程，可以依此开
展作业设计。以习作单元编排特点
来交互式作业，这样学练并进开展
作业使作业经历从初步感知、比较
深化到迁移运用的有序过程，使作
业呈现螺旋上升的状态，最终达成
作业目标。

（三）终结式作业模式——先学
后练。

终结式书面作业模式采用先学，

让学生通过前期的学习，发现学习
中的一些共性和不同之处；其次为
引领，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分析、交
流；第三为后练，在前学和师生讨论
交流的基础上作修正、补充、整理、
总结。

如教学统编版六下册《凡卡》时，
可以通过作业对比阅读，填写对比表
格，为学生搭建阅读体验的平台，初
步发现小说内容及表达上的特点，体
会凡卡学徒生活的悲惨。学习《北京
的春节》则可设计作业比较两位作家
写有关春节文章的不同之处。

三、运用多种模式，精心设计单元整体作业

四、展开学习活动，逐层推进单元整体作业

（三）还学于生，从教向学。
从动态发展角度来看，理想的作业

过程应是一个“从教到学”的转化过程，
将教师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学生的自主
学习。以上《狼牙山五壮士》作业设计分
为“扶——放——迁”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着力于通过作业的引导，以此来让
学生了解文本表达方法的作用；第二阶
段，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学习，运用学习
方法深化学习文本表达方法；第三阶
段，在一定语境下迁移仿写，让学生在
独立运用中习得表达能力。三个阶段的
递进展开，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实
现“还学于生”。

以单元整体观照下来设计作业，从
而转化为学习活动来构建教学过程，然
后围绕明确的作业目标在课堂上进行
渐进式的训练，把作业的目标指向单元
语文要素和语文学科素养，使作业目标
更明确，作业练习更有效，引领教师进
行有效的课堂教学，从而实现了“双减”
背景下教学的“减负提质”。

通过《狼牙山五壮士》几个层次的作业设计，学生在感知、理解、评价、创造运用的过程中，就有效掌握了如
何用点面结合来写场面的方法。

作业过程

朗读品评，学习写法

对比阅读，分析强化

迁移扩写，创造运用

作业环节设计

1.概括五位战士的人物特点；

2.调整描写顺序，对比朗读，交流发现“个体特写”；

3.交流与学习“群体描写”；

4.小结场面描写方法学。

1.比较两个战斗场面的不同点；

2.交流点面结合写法的好处；

3.同伴合作朗读，体会好处。

展开想象，运用个体特写对其他战士用石头痛击敌人的场面进行扩写。

作业思维指向

理解
分析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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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

教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

文，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