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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下册修订版教材拓展活动的属性特征与实践样态
——以“养成好习惯”为例

郑 艺，吴艺阳

摘要：拓展活动是修订版统编小学语文一年级教材新增栏目，明确其编排意图，

讨论其基本特征以及教学策略很有必要。拓展活动具有场域拓展的开放性、学科拓展

的综合性、思维拓展的进阶性三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及儿童性、趣味性、实践性三方

面的教学属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基于单元统整进行主题式学习，基于情境驱动进行

项目化学习，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进行游戏化学习，基于协同育人理念进行多场域学习，

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一年级下册；统编教科书；拓展活动；养成好习惯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一年级下册新增了两次拓

展活动，以学习伙伴对话的形式呈现，“旨在引导

学生回顾本单元学习收获，对本单元学习重点进行

归纳、梳理、总结”，“期望学生通过本单元学习

需要掌握的方法、养成的习惯或形成的观念，引

导学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无意识的

行为变为有意识的行为，主动运用于今后语文实 

践”。［1］4两次拓展活动分别位于第三单元《怎么

都快乐》的课后题，指向伙伴之间生活趣事的分享

与交流和第七单元《小猴子下山》的课后题，指向

良好习惯的认知与培养。笔者以第七单元拓展活动

“养成好习惯”为例，从拓展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教

学属性双重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拓展活动的学理逻

辑，并提炼多维实践样态，旨在帮助教师用足、用

好低年级的拓展活动，为中高年段教科书“梳理与

交流”作铺垫。［1］2

作者简介：郑艺、吴艺阳，浙江省丽水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语文教师（丽水  32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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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拓展活动的基本特征

（一）场域的拓展：开放性

场域开放性是指学习活动突破传统课堂的物理

边界与社会关系局限，通过整合多元场域资源、构

建多维互动网络，形成具有动态延展性与社会联结

性的学习生态系统。在拓展活动“养成好习惯”中，

两名学生通过“学习了这几篇课文，我知道了养成

好习惯很重要”与“我还知道其他好习惯，我们一

起交流一下吧”的互动激活社会化学习，实现课堂

知识向生活场域的自然迁移。以开放式的任务驱动

跨场景学习，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这种开放性培

养了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终身学习能力，彰显了

“场域即课程”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增强语文课程内

容的丰富性和课程实施的开放性”［2］55的课标理念。

（二）学科的拓展：综合性

学科综合性是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整合

多学科知识、方法与生活经验，构建多学科协同的

学习框架，使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认

知整合、能力迁移与价值观塑造。好习惯的养成绝

非单一学科任务，其内涵本身就天然带有学科综合

性。这种综合性体现在统筹思考各学科的知识逻

辑，发挥学科协同育人的聚合优势［3］，最终指向

核心素养时代全人教育的根本目标［4］。

（三）思维的拓展：进阶性

思维进阶性是指学习活动中认知层级从低阶

向高阶的递进发展，通过阶梯式的结构化任务设

计，引导学生从理解性思维逐步跃迁至分析性思

维和评价性思维，最终实现创造性思维的认知突

破。拓展活动“养成好习惯”呈现四阶段思维训

练：第一阶段围绕“培养何种习惯”，运用理解性

思维提取信息，建立习惯的直觉认知；第二阶段

通过“为何培养”及“如何培养”驱动分析性思

维，系统解析其价值逻辑与实践步骤；第三阶段

聚焦“培养得如何”，通过评价性思维引导行为检

视与策略调整，促进批判反思能力的发展；第四

阶段通过创新情境设计和方法迭代激发创造性思

维，引导学生构建个性化习惯养成方案。这种进

阶性根植于深度学习理论，强调在真实问题解决

中实现从“知道是什么”到“创造新可能”的思

维质变。

二、拓展活动的教学属性

（一）儿童性：儿童的活动

儿童性是指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始终以儿童

认知规律、心理特征及生活经验为依据，保障儿童

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发展权益。拓展活动“养成

好习惯”以儿童本位视角构建对话框架，通过互动

式教学设计持续强化儿童在课堂构建中的主体地

位，强调从“成人视角设计”转向“儿童立场生

成”，从语言表达的童趣化、任务载体的游戏化、

认知路径的具身化和意义构建的生活化，让习惯教

育从成人本位的高台教化，回归到儿童本真的生活

土壤，最终达成“让规则生长在童年脉搏中”的育

人境界，进而实现教育目标与儿童生命成长节律的

同频共振。［5］ 

（二）趣味性：有趣的活动

趣味性指教育活动通过融入游戏化情境、互动

创新和情感体验，将学习目标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

探索欲的参与过程。在拓展活动“养成好习惯”中，

通过角色扮演激发使命感、多元互动提升参与度、

成果展示增强成就感，将习惯培养转化为充满乐趣

的自我突破历程。这种趣味化设计并非简单娱乐，

而是以“玩中学”机制重构学习逻辑，增强学习的

趣味性和吸引力［2］45，以具象化形式消解认知压力，

使学生在沉浸体验中自然理解习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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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性：亲历的活动

实践性是指学习活动以真实情境为场域、身体

参与为路径、问题解决为导向，通过具身化操作与

持续性行动促进知识向行为转化。拓展活动“养成

好习惯”通过身体介入触发行为记忆、真实任务倒

逼策略生成及持续记录促进元认知发展，使“养成

好习惯”突破纸面说教，成为可测量、可迭代、可

迁移的生活实践。实践性根植于“做中学”理论，

强调通过身体经验与反思调整实现知行合一，让习

惯教育扎根于身体经验，最终达成“行动塑思维，

习惯成自然”的育人目标。

三、拓展活动的实践样态

（一）基于单元统整的主题式学习

单元统整的主题式学习是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

向，通过重构教材单元内容，形成“目标聚焦—资

源整合—实践贯通—评价闭环”的学习生态系统。

一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编排了《文具的家》等四篇课

文，分别渗透了整理收纳、珍惜时间、遵守规则、

专注坚持等习惯的养成，结合“语文园地”中卫生

习惯词汇与读书箴言，构建起多维立体的习惯养成

课程体系。教师可设计以“好习惯伴我成长”为主

题的单元统整学习活动，分以下四步展开教学。第

一步，梳理课文中的好习惯。学生通读单元课文，

用思维导图梳理四篇课文对应的习惯类型，标注关

键情节对生活的影响。第二步，交流生活中的好习

惯。结合“好习惯观察卡”，记录按时作息、整理

书包等生活细节，通过高效与低效标签进行分类对

比，在“好习惯交流会”情境中分享习惯养成的积

极效应与潜在阻碍。第三步，读写结合实践好习

惯。依托“识字加油站”和“日积月累”，创设真

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促进行为迁移。如在家庭卫生间

设置“卫生习惯提示区”，引导学生将洗漱词语串

联成标语并工整书写张贴；在教室布置“日积月累

互动区”，通过绘制漫画解读“不知则问，不能则

学”等读书箴言，统整具身化生活经验，促进童趣

化理解。第四步，监控反思养成好习惯。教师可引

导学生撰写《致期末的我》书信预设习惯目标，存

入班级胶囊待期末启封对照；召开“习惯成长听证

会”，用课文金句自拟颁奖词，互授定制的好习惯

勋章，形成兼具趣味性与激励性的评价闭环。

（二）基于情境驱动的项目化学习

基于情境驱动的项目化学习以真实生活场景为

锚点，通过驱动性问题激发探究，在跨学科实践中

实现知识构建与素养提升。以“魔法习惯学院”项

目为例，教师创设“好习惯修炼之旅”情境，引导

学生扮演清洁、礼仪、时间、整理四类魔法师，完

成徽章任务，养成核心习惯。以礼仪魔法师任务为

例，围绕“如何用礼仪魔法温暖社区”这一驱动性

问题，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定位文明能量场。采

访社区工作者，搜集10个“最期待的礼貌用语”形

成“文明能量需求清单”，结合《动物王国开大会》

分析礼仪素养薄弱的影响。第二步，构建微笑武器

库。设计并制作光敏树脂微笑徽章，改编《动物王

国开大会》为《礼仪危机化解指南》，设计借物冲

突、排队纠纷等情景剧，运用诸如“如果踩到别人

脚，应当先微笑再说对不起”的条件句式编写解决

方案。第三步，释放光波能量束。开展21天问候行

动，用折线图对比主动问候次数与受访者满意度，

开展借书、问路等“礼仪光波接力赛”。过程性评

价依据“他人评价卡”数量与情景剧展演效果授予

徽章。终极考核通过手绘海报展示成果，签订《家

庭魔法升级协议》，构建习惯养成协同网络，借助

积分兑换制度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元认知升级。

（三）基于具身认知的游戏化学习

具身认知的游戏化学习是以身体感知、环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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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与心智构建的整合为理论根基，通过游戏化情境

创设、多模态身体参与及动态反馈机制，实现认

知发展与行为养成的深度融合。教师可立足儿童

立场，秉持任务载体游戏化和认知路径具身化的

理念，将习惯养成融入可感知的行动体系。例如，

在“时间小侦探”任务中，学生手持沙漏追踪课

间浪费的“隐形一分钟”，通过角色扮演具象化理

解《一分钟》的守时意义；“书包整理闯关战”将

收纳拆解为“文具归巢记”等趣味关卡，使枯燥重

复的习惯养成变为解锁成就的冒险旅程；“习惯解

咒宝盒”的神秘设定，则让匿名投递坏习惯纸条、

集体破译行为矫正口诀的过程充满探索乐趣。具身

化认知路径通过多感官联动构建行为记忆网络：书

包内的毛毡课本区与光滑文具区引导闭眼触摸完成

收纳；定制的“整洁精灵登场铃”与“拖延警报交

响曲”，用声音编码建立行为反射弧；教室角落的

“习惯能量基站”按学生身高配置沙漏墙与任务转

盘，学生在踮脚操作、蹲坐规划等肢体交互中，将

抽象规则转化为肌肉记忆。这种“游戏情境牵引+

身体经验固化”的双轨设计，使习惯养成从说教灌

输转变为可触摸的成长仪式。游戏化机制通过角色

与关卡点燃内在动机，回答“为什么做”；具身化

路径则借助多感官交互构建行为锚点，破解“如何

做”；生活化意义则将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文化契

约，解决“为谁做”，三者最终实现“身体记忆—

认知理解—行为固化”的良性循环。

（四）基于协同育人的多场域学习

基于协同育人的多场域学习整合家庭、学校、

社会资源，构建起“个体习惯孵化—集体文化形

塑—社会责任担当”的全链条育人生态。家庭场域

通过空间改造与契约机制构建习惯培育的微观实验

室。如签署《家庭习惯公约》，明确电子设备使用

时段与家务分工，配合每日打卡积分兑换周末观影

权的激励机制，使规则逐步沉淀为家庭文化基因。

学校场域则通过文化符号再造与跨学科融合促进行

为内化，打造展示学生自制收纳工具的“秩序魔方

墙”，创设存储“时间币”的时间银行，将抽象习惯

转化为可触摸的实体符号。跨学科协同打破传统说教

模式：语文学科基于《一分钟》创作时间格言海报，

数学学科引导学生统计作息数据，并绘制时间损耗

图，艺术学科通过“时间树”手工模型实现任务可视

化，形成“数据诊断—文化表达—行为具象”的闭环

路径。社会场域依托角色实践与文化共创推动知行转

化：学生担任“文明引导员”浸润化养成守时习惯，

参与快递分拣等职业体验实现技能迁移。在“好习惯

主题井盖画”共创项目中，学生通过方案讨论、标

语撰写与社区宣讲，在多样的日常生活场景和社会

实践活动中学习语言文字运用［2］45，在艺术创作与

社会互动中深化对习惯价值的集体认同。多场域联

动以家庭为行为锚点、学校为文化枢纽、社会为实

践熔炉，通过角色代入、契约约束、数据反馈和文

化浸润四重驱动，构筑起动态联动的立体化育人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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