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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变革，是历次语文课程改革中受关注

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达成学生语文能力、语文

素养提升的关键问题。从21世纪初提倡的“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到核心素养时代强调任

务导向、情境创设、活动设计、学习任务群等，近

20余年的语文学习方式不断受到新理念、新概念

的冲击，不断于震荡中推进变革。随着《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的颁布，关于语文学习方式变革的话题不断

升温，学界研究热情高涨，一线教师也围绕学习方

式变革作出一系列积极的教学尝试。在语文教学实

践中，关于学习方式变革的探索，笔者认为，广大

教师有必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

一、关注概念厘清，筑牢实践基础

教育变革带给人们的最直观感受，往往是一大

波新概念的袭来。随着以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为中心

的课程理念的更新与大力倡导，大量的新概念，如

学习任务、学习任务群、学习情境、大单元教学、

项目式学习等推广开来，引起广泛关注与探讨，也

促使一线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尝试运用。从大量的相

关教科研论文和一线教学课例来看，教师积极拥抱

新的课程理念，积极探索新的学习方式，积极进行

新的教学思考，教师的“教”发生了新变化，学生

的“学”也有了新可能。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欣喜

的，也必将有效推进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然而，在

学习方式变革推进中的两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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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关于学习方式变革

的话题不断升温。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推进学习方式变革时，有必要关注两个问题：

一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要正确理解、把握概念的内涵，减少教学实践中的误用，

这是落实课程改革新理念的基础；二是在课程改革大潮的冲击下，要关注学习方式变

革尺度的把握，稳住步调，理性思考，不盲目，不盲从，警惕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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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围绕新

概念的实践，产生了一些问题。 

当下的很多新概念出自《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方案”）和新课

标，但新课程方案和新课标并没有一一对这些概念

明确定义，作详尽的阐释。一线教师对于课程新理

念、新概念的学习与接受，多依靠个人自学相关学

术研究成果和教师培训等途径。一方面，专家学者

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对于一些较为复杂、

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常常是各说各话，缺少共识

性结论，甚至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另一方面，对

于新理念、新概念，教师或主动或被动地在教学中

进行实践，但由于多种原因，他们对这些新概念掌

握得一知半解，甚至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下定义。

于是，出现了教师被层出不穷的新理念、新概念指

挥得团团转，但实际上对概念是一头雾水、混乱运

用的情况。教师积极的实践探索，因为源头的概念

理解偏差，必然无法走上正确的道路，课程改革预

期的目标与效果也就无法达成。

以 “学习任务”这一概念的实践运用为例。课

程改革强调“以任务为导向”，教师也积极进行以

任务为核心的教学设计，大量的一线课例都采用了

任务驱动的模式推进教学。但从这些课例可以看

出，对于学习任务这个看似比较好理解的概念，实

际上存在着普遍的误用情况。比如，课例《北京的

春节》，教师设计了两个学习任务：任务一，分清

内容主次，体会详略安排的好处；任务二，聚焦腊

八和除夕，体会作者是如何详写的。从这两个“任

务”的表述来看，它们与传统教学中的课堂问题并

没有本质区别，似乎只是换了一个“帽子”，被称

为“任务”而已，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还有

很多教师的学习任务设计，看起来就是一个更为丰

富、更大型一些的学习活动。如果学习任务只是

“大号”的活动，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叫“学习大活

动”，而是要提出学习任务这个概念呢？   

学习任务，这个概念从理解上来说其实具有一

定的迷惑性，因为从字面看来它似乎很好理解，没

有难度，以至于很多教师甚至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

新的概念，也不觉得需要格外去重视、去理解，很

多教师的误用都是被自己想当然的理解与运用造成

的。实际上，学习任务之所以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

提出，必然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有着更为丰富的教

学价值，承担着新的教学功能的。这个概念最初出

现时，也曾众说纷纭，但经过几年来的沉淀，大家

似乎也能达成一定的共识：语文学习任务是素养导

向的语文实践活动，体现整合的理念，一般带有综

合性、实践性、情境性。一个学习任务，应清晰要

做什么、做成什么、与谁一起做、在何时何地做、

用什么做和有什么用等要素。［1］只有把握学习任

务概念的含义和特点，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学习任

务，才能在教学中设计出“真的”学习任务，才能

真正践行课程改革、新课标的新理念，实现学习方

式的变革。

因此，面对变革时期不断涌现的这些新概念、

这些“热词”，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抱着审慎的态

度，先厘清，再使用，对于暂时不能厘清的，不乱

用，绝不要盲目跟着“热点”跑。此外，教师也应

积极参与到对概念的阐释、厘清工作中，去关注，

去探索，去定义，用自身丰富的教学实践，去检

验、校正这些新概念。因为只有经受住教学验证的

概念，能真正在一线教学落地的概念，才是科学、

合理、值得推广的。

二、关注变革尺度，警惕“过犹不及”

在课程改革背景下，新课标带来新理念，一线

教学必然要追随新课标，落实新课标的理念，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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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发生转变。只是无论

怎样改变，教学的最终目标，永远是要让学生学有

所得。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常常会走上改革

的极端，将教学一股脑儿推上新理念的轨道，结果

过犹不及，不但没有达成改革的目标，还丢掉了传

统教学的优势。

比如，在大力倡导任务导向、强调综合实践的

当下，一线教学出现了“非活动不上课”的情况，

常常是课堂活动搞得热热闹闹，课堂氛围欢欢乐

乐，但结果学生学得糊里糊涂。在这样的课堂上，

或许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都发生了变革，但学生到

底从中学到了什么，却要打上一个问号。又如，在

教学中创建真实情境，是当下受到普遍认可的一种

教学方式。但是一线教学出现了一种“设计必有情

境，情境必求真实”的偏颇：有的教学为了“迁

就”真实，降低难度，致使教学琐碎化、日常化，

达不到学生能力的训练强度；有的教学“高攀”真

实，不顾学生的认知和生活基础，设置超出学生能

力的情境，反而加大了学生解决问题的难度；有的

教学“硬贴”情境，明明不需要情境就能达成教学

目标，宁可累赘，宁可冗余，也要设计情境。

面对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面对新理念、新的

教学形式的冲击，教师总是有一种“恐落人后”的

危机感，仿佛不使用新方式，自己的课堂就要落伍

了。但实际上，任务驱动、活动式教学、情境化教

学，等等，都“只是多种教学方式中的一种，是否

采用，哪些课型可以采用，如何采用，不能定于一

律”［2］。不是所有新的变革都一定优于传统，也不

是所有新的方式都能适合所有的教情、学情和学习

内容。新的学习方式未必一定要替代、消灭旧的学

习方式，它也可以是一种补充，一种选择。

“为了迎合某种先进理念，急切地赶新潮，不

知什么偏做什么，这或许是近20年我国语文课程

与教学改革最应该引以为鉴的教训。”［3］因此，面

对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教师应有冷静的分析和理

性的思考，搞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再去想

“如何做”，更应有所警惕，不盲目，不盲从，目

标明确，不忘初心，永远将学生的学有所得放在

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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