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律·长征》：抓住“万水千山只等
闲”以点带面，在理解中感受情感的表达。

《狼牙山五壮士》：比较中学习点面
结合写场面的方法。

《开国大典》：批注中体会情感，学
习用点面结合来写阅兵式场面的方法，
并创造性尝试使用。

《灯光》：互文学习，提升对场面描
写的认识。

语文园地·习作：尝试运用点面结合的
写法记一次活动（国庆70周年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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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元整组学习目标的统整引领
下，打破原整组课文编排的学习顺
序，将课后习题与课堂学习融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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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组课文的学习立足语文要素的

更好落实，将课文学习顺序进行调整
重组。首先重点学习《狼牙山五壮士》
和《开国大典》两篇课文，利用《狼牙
山五壮士》课后习题第3题和《开国大
典》课后习题第2题来开展互文学习，
使学生对单元语文要素有深入学习，
接着学习课文《七律·长征》和《灯
光》，旨在拓展延伸。打破课文编排学
习顺序，使学习在单元语文要素引领
下，更好发挥课文学习功能，使课文
学习功能更大化。
（二）将习题转化为学习活动

学习支架动态化

课后习题是学生学习静态的学习
支架，教师应根据学情和单元语文要
素的落实，将静态的学习支架，转化
为动态的学习活动，将课后习题与课
堂学习融合起来，推进学生学习和落
实语文要素。整个统编版六年级上册

“革命岁月”单元根据课后习题共设
计六个主要的学习活动，如《七律·长
征》利用课后习题第1、2题转化为学
习活动“以点带面，理清内容，感受情
感”，《灯光》一课的学习利用课前阅
读提示中的两个问题转化为学习活
动“理解课文在谋篇布局上的独特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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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层开展，《狼牙山五壮士》和《开国大
典》主要的学习活动是“了解点面结
合写场面的方法，并迁移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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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活动推进中同样呈现了对单元语文
要素的系统落实。学习活动推进除了
要在单元整体设计上要体现坡度，在
单篇课文学习活动的展开中同样需
要由浅入深。如在《狼牙山五壮士》学
习活动设计时，根据学生的认知过程
及语文教学的规律，将思维方式主要
分成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

设计了几个层次的学习：（见上图）

通过以上几个层次的学习，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逐步迈向高阶思维的
训练，更好体会了通过群体描写和个
体特写的表现形式来点面结合写场
面的方法的好处。另外，在学习活动
推进中将教师的作用不断转化为学
生的自主学习，努力追求从教过走向
教会，从学过走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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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课后习题 单元整组推进学习活动
——例谈统编版小学语文革命传统教育题材类课文教学

象山县丹城第五小学政实校区 张晔莲

统编版教材已经在小学各年级全面启用，教材安排了多篇革命传统教育题材类课文，如何解决这

类课文学生“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成了一些教师的困惑。现以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上册“革命岁

月”单元为例，来谈一谈用好课后习题，单元整体推进学习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题材类课文教学的

一些实践与思考。

一、溯源教材资源：了解“为何学”，领会学习意义

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以“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
在心里”为单元篇章页，整个单元内
容围绕人文主题“革命岁月”而展开，
集中编排了《七律·长征》《狼牙山五
壮士》等四篇课文，描述了抗战到新
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长河中呈现的典
型事例，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国统一、
为国舍身取义的革命情感。在课后的
阅读链接和语文园地中也有《毛主席
在花山》《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信》 等
许多有关革命岁月的文章和片段。

将这些革命传统教育题材类的文
章和片段编排于一个单元，编者的意

图主要是：

（一）体现国家意志，落实立德树人

统编教材第一个核心理念及特点
是语文教材要体现国家意志。国家组
织专门力量统一编写义务教育语文
教材，不是对教材编写出版方式的简
单调整。教材对于立德树人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统编版教材中收录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十
六年前的回忆》等40余篇体现革命传
统教育题材的课文，对于这类课文要
有正确的认识。

（二）发挥课程功能，开展深度学习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部
分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
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统编版教材革命传
统教育题材类课文的编排依据学生
认知发展水平，采用分散与集中的方
式，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编排方式，由
单篇逐步向单元过渡，结合语文园地
和语文实践活动，从利用单篇初步了
解、感受革命传统精神到迈向主题单
元如“责任与担当”“爱国之情”“多难
兴邦”等的立体、深度的学习。

（三）加强语文实践，提升语文素养

统编版教材将语文训练的基本要
素，按照一定的梯度，落实在了各年
级的相关内容中。革命传统教育题材
类课文，一般都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
性。教学中，同样应重视学生对于语
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基于语文立场
和儿童立场，坚持以语言积累为基
础，以思维训练为能力点，落实所属
单元的语文要素，努力用语文的方式
和实践体验的方式培养学生在人物
情感和人物形象上的审美情趣。

二、比对课后习题：明确“学什么”，切准学习目标

统编版教材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共有《七律·长征》《狼牙山五壮士》《开
国大典》三篇精读课文和一篇略读课
文《灯光》，那么学生需要学什么呢？

（一）习题设计体现语文要素

统编版将这四篇文章集中编排在
了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人文主题统
一为“革命岁月”，本单元指向阅读的
语文要素是“了解文章是怎样点面结
合写场面的”，指向习作的语文要素
是“尝试运用点面结合的写法记一次
活动”。统编版“革命岁月”单元的课
后习题都凸显了语文要素的学习，比
如《狼牙山五壮士》课后习题第3题为

“第2自然段既关注了人物群体，也写
了每一位战士，要求学生结合相关内
容说一说这样写的好处”，习题旨在
体会课文中运用群体描写和个体特
写的形式点面结合来写场面的方法。
《开国大典》课后习题第2题则为“读
读写阅兵式的部分，说说课文是怎样
描写这个场面的”，同样旨在体会以

点面结合来写场面的方法。

（二）语文要素不同程度落实

对统编版六年级上册“革命岁月”
单元语文要素“体会运用点面结合来
写场面的方法”，以往学习是零散的，
没有进行重点专项学习。

为此，学习统编版六年级上册“革
命岁月”单元时，教师要尊重学生已
有的学习经验，引导学生在整体把握
课文表达情感的基础上，重点习得抓

“点面结合写场面”的能力。如《七律·
长征》需要适当点拨提升，《狼牙山五
壮士》已经按人物群体角度学习过两
处歼敌场面，则应提升到点面结合层
面进行比较。《开国大典》重在迁移运
用“介绍阅兵式中的某一个场面”，
《灯光》需要注意从场景描写角度去
体会蕴含的感情。

（三）精准确定整组学习目标

根据不同版本教材、前后几课课
后习题对比和学情分析基础上，逐步

可以形成这样的学习构想，即利用课
后习题整合优化统编版六年级上册

“革命岁月”单元，以单元整体设计学
习。整个单元的学习主要目标是达成
单元语文要素，同时制定单篇课文学
习活动目标,将每篇课文的学习有
机、系统的融合起来。

如《狼牙山五壮士》的学习目标
为“比较中学习点面结合写场面的方

法”，《开国大典》学习目标为“批注中
体会情感，学习用点面结合来写阅兵
式场面的方法，并创造性尝试运用”，
使单篇课文学习目标既有与单元主
要目标一致的共性，又有每课一得的
个性，以改变单篇学习目标中面面俱
到、各自为政的弊病，避免“篇”和

“组”脱节的弊端，将每篇课文的学习
有机、系统的融合起来。（见下图）

三、巧借课后习题：扎实“怎么学”，推进学习活动

学习活动过程 学习环节设计 思维方式

朗读品评

学习写法

理解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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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阅读

分析强化

应用

分析

评价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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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扩写

创造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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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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