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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落实课程育人的实践探索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变革”，但语文课堂

教学的学习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

标准”）再次强调“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和实践

性，促进学习方式变革”［1］3。从“倡导”到“促

进”，新课程标准并未对学习方式的转变提出明确

的策略，而是以核心素养作为课程目标，以语文学

习任务群作为课程内容，并提出“重视过程性评

价”的要求。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学习方式的变革应

树立“教—学—评”一体化的意识，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以语用任务为驱动，利用丰富的语言实践来

发展学生的语言经验，提升语文素养。笔者以《爬

山虎的脚》为例，探讨学习方式变革的实践路径。

一、围绕核心素养，确定教学目标

新课程标准提出“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1］3，旨在推进教与学方式的变革，追求更

有意义的学习，全面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学习方

式的变革需要教师准确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把握

语文课程综合性与实践性的特点，以学为中心定位

教学目标，将教师角色从“学科知识的传授者”升

级为“学科育人的探索者”，从“学科教学”走向

“学科育人”。

如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下册《爬山虎的

脚》一课，作为一篇经典老课文，教师一般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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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设定教学目标：1.认识“均、柄”等4个生字，

读准多音字“曲”和“爪”，会写“虎、操”等生

字；2.理解课文内容，了解爬山虎脚的特点，知道

它是怎样往上爬的；3.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

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

显然，这样的教学目标还停留在“教为中心”

的学科教学层面，以知识技能为导向，重视教师的

讲授，强调知识的获得，忽视学生主动学习的实践

和知识的自主建构，学生没有亲历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过程，获得的是零散的、静态的知识，难

以转化为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目标设定，应从“教

为中心”转向“学为中心”，强调以语言运用为基

础，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充分展开学生的学习过程，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掌握，过程和方法的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渗

透，通过有效的学习活动，在动态的语文实践中展

开、融合和整体发展。具体如：1.认识“均、柄”

等 4个生字，读准多音字“曲”和“爪”，会写

“虎、操”等生字；2.通过列小标题、画思维导图

等方式，理清课文脉络，初步把握课文内容；3.通

过给文配图、动作演示、配解说词等方式，说清楚

爬山虎脚的样子以及脚是怎样往上爬的；4.通过图

文对照、比较研读，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学

习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方法，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

物的习惯。

以上教学目标，将“列小标题”“画思维导

图”“图文对照”“配解说词”等学习活动与知识技

能目标融为一体，让学生经历学习的过程，力求使

课程目标体现语文课程在培育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

学科价值。学习过程的展开，让每个学生深度参与

学习，在丰富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在自主、合作、

探究中实现语言、思维、审美与文化的整体交融，

实现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

二、基于文本情境，设计学习活动

情境性是语文学习任务群的重要特点，是指构

建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的情感环境。生活情境和

文本情境是语言实践活动常用的情境，一般情况

下，口语交际和习作教学注重生活情境，阅读教

学更依靠课文本身的情境，即新课程标准中提出

的“文学体验情境”。理想的阅读教学应在具体的

文本情境中，在阅读目标的引领和学习任务的驱动

下，开展“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

流、梳理与探究”等多样化的语言实践活动，引导

学生在理解文本、积累感性语言经验的基础上，领

悟语言运用的规律，实现知识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自

我建构。

如何基于文本情境，设计适宜的语文学习活动

呢？如《爬山虎的脚》一课，教师在“初读，把握

文章内容”环节，设计一个主问题让学生探究：请

思考，每个自然段主要写了什么？提炼关键词写在

学习单上，然后和同桌交流你的发现，并用简洁的

语言说清楚课文的主要内容。

有了学习活动的设计，就能有效减少教师零碎

的提问和教学的环节，学生就能自主阅读、自主思

考、自主发现、自主交流学习成果，在主动探究中

理清文章的脉络，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交流实

践中运用语言，发展思维，提升素养。

第3自然段的教学“探秘爬山虎的脚”可以设

计以下学习活动：爬山虎的脚是什么样子的呢？老

师根据课文的描写画了4幅图，哪一张才跟课文描

写的一致呢？请默读第3自然段，选出最合适的一

张，和同桌交流你选它的理由。

这个学习活动就是基于文本创设任务情境，以

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学生选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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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是图文对照、阅读比较、品鉴和发现的过程，

也是感受作者观察细致的过程。和同桌说清理由就

是将自己的阅读思考、比较发现用清晰的、富有逻

辑的语言来表达，是“表达与交流”的语言实践活

动，也是全体学生都能主动参与的语言运用和实践。

第4自然段的学习，了解爬山虎是怎么往上爬

的，可以联系文本情境和生活情境，设计以下学习

活动：爬山虎的脚是怎样往上爬的呢？老师通过长

时间连续观察，将爬山虎的脚往上爬的过程拍下来

了（播放视频）。下面请大家小组合作，给视频配

上解说，将爬山虎是怎么往上爬的过程说清楚。学

习要求：1.默读第4自然段，圈出表示动作的词语；

2.小组合作，借助学习单完成思维导图；3.借助思

维导图，和同桌边说边演示；4.给视频配音，说清

楚爬山虎往上爬的过程。

给视频配上解说是一个富有挑战的学习任务，

在这个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需要用心品读文字、深

入文本研读课文语言，发现动词运用的精准贴切和

文章生动流畅的表达，感受作者观察的细致。配解

说这个学习任务也是语言的运用和实践，让学生在

具体的语言实践情境中将文本语言进行内化和运用。

三、依托评价量表，落实重点目标

新课程标准提出：“教师应树立‘教—学—评’

一体化的意识，科学选择评价方式，合理使用评价

工具，妥善运用评价语言，注重鼓励学生，激发学

习积极性。”［1］48

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

课堂评价要从重视学习结果转向关注学习过程，从

重视标准答案转向重视课堂表现，从模糊评价转向

对标评价。对于落实教学目标的重要学习活动，教

师还应设计评价量表，实行精准评价和多主体评

价，在语言运用的具体情境中“考察学生的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思维过程、审美情趣和价值立场，关

注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进步”［1］3，为学生开展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提供保障。

如“说清楚爬山虎的脚是怎么往上爬的，感

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是《爬山虎的脚》一课

的重点学习目标，设计“给视频配解说”这一挑

战性的学习任务，就是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

情境中落实这一目标。教学时可以设计如下评价

量表（见表1）。

表1 “给视频配解说”活动评价表

评价内容 自评 互评

准确使用动词

说清爬山虎的脚往上爬的六个步骤

语言流畅，表达清楚

依托评价量表，学生就能根据具体的评价标

准进行自主学习探究，自主反思调整学习状态，

合作学习时同伴之间也能依标进行评价，相互提

出合理化建议。科学的评价量表还有助于教师充

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和改进功能，通过观察和评价

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时发现教学的问题，激发学

生持续学习的兴趣，促进有意义的深度学习的发

生，让教学目标有效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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