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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落实课程育人的实践探索

学生学习语言文字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有逻辑关

联的语文实践活动来完成的。以习作教学为例，教

师在设计与实施学习活动时，须充分考虑学科要

求，确保学习活动既有宏观的育人高度，又有契合

学科的深度，同时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度。

一、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的高度：契合语

文学科的特性

“文道统一”与“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是语

文学科的基本特点。语文学习的目标、过程及评价

均须体现课程育人的高度。学习活动的设计也应如

此，在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热

爱生活、亲近自然、关注社会，学会与自己、与他

人、与自然、与社会相处，培养学生良好的人际交

往与社会适应能力。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

称“统编教科书”）明确体现了叶圣陶的“习作即

育人”理念。语言是表达的载体，思维则是表达内

核。学生内心的世界观将直接影响其文字表述的内

容，故在表达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向上、向善、向

美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

指出：“设计语文学习任务，要围绕特定学习主题，

确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1］以郭

文祥老师执教的《我和   过一天》为例，其习

语文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的策略探究：基于高度、
深度与效度的考量

刘红强

摘要：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须紧密契合学科特性，凸显课程育人的高度、

单元整体读写规律的深度以及解决学习重难点的效度。教学案例《我和   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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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活动流程可概括为：聊故事—想故事—讲故事—

试写故事—微课和故事—修改故事—分享故事。学

习活动的实施呈现为依据学情、板块贯通、逻辑关

联的结构化状态。聊故事指向真实生活、中国文

化、单元阅读经历，其中的文化育人，润物无声，

解决了习作动机，也就是“为什么写”的问题；想

故事、讲故事是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试写故

事和微课交流是要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修改和

分享故事是要解决“写得如何”的问题。这一系列

学习活动逻辑严密，不仅解决了习作的动机、内

容、方法及效果等关键问题，还巧妙地将育人功能

融入表达学习过程中，值得推广。

二、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的深度：契合单

元整体的读写规律

从编排来看，这篇习作所在的单元有三个语

文要素，分别是“了解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

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感受神话中神奇的想

象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展开想象，写一个故

事”。单元习作编排遵循“阅读铺路，由读到写”

的编写理念，构建了清晰的学习目标与实践路径。

通过阅读《盘古开天地》等课文，学生边读边想象

奇幻场景，感受神话的神奇与人物的鲜明特征，并

尝试将阅读所得转化为习作素材。单元整体教学强

调基于单元语文要素的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旨在

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提升学生的想象能力与习作能

力。在习作中勾连单元阅读学习的收获，可以形成

指向想象能力培养的“组合拳”，帮助学生形成核

心素养。

从学生习作来看，要创作一个想象故事，有四

个基本的要素需要确定，就是定人，定事，定场

景，定情节。中年级的年段要求是写清楚，郭老师

创设的多种学习支架，如“一句话说思路”“借助

教材图片”“微课范例”等，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

候，及时提供了有效的帮助。这些支架契合想象类

文体写作的基本规律，即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

助于学生在习作学习中形成表达素养。

三、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要有效度：契合

语文学习的重难点突破

当前，习作教学存在“指导课热热闹闹，回家

动笔困难重重”的问题。王荣生曾专门批评中小学

写作教学缺乏过程指导。［2］因此，教师应借鉴伴随

式全程习作指导理念，通过开发情境任务解决习作

动机问题，将任务分解为具体学习活动，实施全程

导航式学习以解决学生在内容与方法上的困惑。同

时，建立明确的评价标准以衡量写作成果的质量。

当然，这是从日常习作的指导角度来说的。对

于公开课、示范课及赛课等特定场合，如何在有限

的40分钟内精准传授习作知识并提供有效支架仍

是一大挑战。以《我和   过一天》为例，教师

需着重在“和”与“过”两个字上下功夫：前者强

调双主角的共同经历，后者则指向想象的神奇与独

特表现。如此方能体现与特定对象共同度过一天的

特殊意义与价值。

语文活动的设计与实施需坚守儿童立场，从重

教转向重学，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变为助力学生用

知识和技能突破重难点，解决复杂情境下的问题。

四、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须妥善处理的三

对关系

在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为了更有效

地促进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全面发展，教师需要处理

好以下三对核心关系。

（一）处理好“阅读”与“表达”的关系

阅读是表达的坚实基石，没有深入的阅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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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往往显得空洞无物。阅读为表达铺设了道路，只

有情动而辞发，表达才能真挚感人。统编教科书强

调“读写并重，共同发展”，这为教师指明了教学

方向。

例如，教师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时，可以

在阅读课后设计表达活动，让学生描述自己与妈妈

之间的温馨故事。在教学口语交际时，可以结合单

元阅读内容，设计情境对话，让学生在模拟交流中

锻炼表达能力。在单元教学结束后，还可以鼓励学

生阅读课外书籍，定期举行读书分享会，让学生分

享自己的阅读感受和收获。

（二）处理好“学科属性”与“育人功能”

的关系

教师需要在语文教学中既关注学生的语言表

达，又注重培养他们的品德和价值观。表达课的初

衷是帮助学生“乐于表达，善于表达”，在生活中

能够自如地与人交流，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新时

期的表达课要树立整体教学意识，将“学科属性”

与“育人功能”紧密融合，努力做到“教—学—

评”一致。

例如，教师在教授古诗《静夜思》时，除了让

学生理解诗词的意境，学习表达技巧，还可以引导

学生思考并表达自己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在

教学“日积月累”时，可以选取富有教育意义的名

言警句，让学生在背诵的同时，理解并内化其中的

道德观念。或设计跨学科的表达活动，如结合历史

小故事，让学生编写短剧或进行角色扮演，既锻炼

表达能力，又培养历史思维和价值观。

（三）处理好“规范语言”与“训练思维”

的关系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语言表达正处于形成期，

教师需要引导他们使用规范的语言，并通过语言表

达训练来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语言是思维的外

壳，思维是语言的内核。清晰的思维才能产生清晰

的表达。因此，训练表达即训练思维，修改习作的

语言，就是帮助学生厘清思维，提升认识。

例如，在《我和   过一天》的教学中，教

师在选材阶段可以先引导学生思考“我和谁在哪

里，干什么？”，帮助学生选取熟悉的生活主题，

使他们在完成习作时思考并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

观点。在构思阶段，可以先让学生用思维导图或提

纲的形式整理思路，如这一天做了哪些事？最重

要的事情是哪件？让学生用“开始……然后……

最后……”等语言形式进行简单描述，梳理核心

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凸显“共同经历”，以

确保表达的清晰性和条理性。在修改习作《我

和   过一天》时，要引导学生在思维上体现想

象的神奇，在表述上注意写清楚“神奇的景象”和

“独特的表现”，注重从思维和语言两个层面给予

指导，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表达的不足之处，并指

导他们进行调整和改进。

处理好以上三对关系，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学生

的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这需要教师在学习活动设

计与实施中注重整体性、关联性和发展性，并持续

精进自己的教学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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