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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优化初中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策略
袁先兵

（南京市扬子第一中学，江苏 南京 210048）

摘要：语文核心素养阐明了在语文课程中学生应当养成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为语文教学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语文新课标提出

了“单元整体教学”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与教理念，在当前的语文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单元整体理念下，教师需要理解

教材中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学科素材的统一性，从大单元的角度探索语文核心素养培养。本文探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语文单

元作业的设计策略，希望为教师们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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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是“大概念”教学的直接体现，是新课标的一大特色。

单元作业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相互配合，有效地结合单元教学的整

体目标，整合学生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为单元教学服务。本文首

先分析了大单元教学的概念，之后阐述了大单元教学理念下初中

语文作业设计策略，希望推动语文教学工作增强系统性，增强语

文章节之间的联系，实现由以教为本向以学为本的转变，有效提

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加强了小学语文学习的系统性。

一、单元整体教学及单元作业设计的概念

单元整体教学是新课标所做的一大特色，其打破了语文内容

知识领域点状排列教学的惯性，融合了核心素养等概念，在教学

过程中要求学生着眼于单元主题，在主题下探索和学习。从本质

上来看，“单元整体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给学生创设了更具体验

感的学习情境，以任务为驱动，整合学习资源，让学生将知识、

经验和社会思维应用到生活中，从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单元作业设计是将单元知识点进行整合，基于单元主题、教

学任务对每节课程知识点进行串联、延伸，构建一套结构化、层

次化、富有逻辑的学习任务。单元作业相较于分课时作业而言，

最大的作用在于让学生着眼于单元学习目标开展作业联系，并给

学生提供了更自主的探索空间，这是学习语文的主要基础。单元

作业设计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进行设计，让语文学习不再盲目，

有据可依，找到学习语文的正确途径。

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原则

（一）统一性原则

单元作业设计应当体现单元整体与课时个体的统一性，通过

二者有效统一为教学目标服务。在设计单元作业之前，将单元整

体与局部的关系进行梳理，将知识点整理清楚，通过整合知识点

为实现单元目标服务。对此，教师从不同的角度对本单元知识内

容进行梳理，可以从单元主题、从描写方法、从情感表达、从遣

词造句等方面，将各课时知识进行整合，引导学生对单元知识展

开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与分析，对语文教学的统一性原则进行充分

把握。教师在作业设计时，要保证每个课时作业内容之间具有一

定的关联，这样可以将单元重点突出出来。坚持整体与局部相互

统一的原则，能够有效保障单元作业质量。

（二）全面性原则

单元作业设计应当突出全面性，覆盖单元知识点，突出重难点，

还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让作业契合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学习需求。在初中时期，学生需要发展思维能力，发展综合素养，

为更高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单元作业内容的全面性有助于促进

学生全方位发展。同时，教师在作业中从多个角度出发引导学生

展开探索，基于一个知识点展开多角度探索，联系前后所学内容，

而不是只对一项能力进行强化，多维度探索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

语文核心素养。

（三）递进性原则

单元作业内容较为丰富，应当体现出层次性，逐层递进。基

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层次划分，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逐层设计

作业，引导学生从简到难展开探索。语文作业通常分为基础作业、

探索性作业、拓展作业，难度层层递进，并且在内容上具有一定

的连续性。递进式的作业设计引导学生从难到易，逐步对单元知

识进行探索，掌握语文分析方法，同时层次化的作业也满足了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求。递进性作业将单元知识难易区分，给学生搭

建了逐步探索的阶梯，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心态、学习习惯、强

化学生的核心素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语文单元作业的设计策略

（一）解析单元内容，明确单元作业设计思路

每一单元中，各课程结构相互独立，联系薄弱，而基于单元

主题，单元内的各节课程相互联系，不同的知识点、课堂与现实

生活联系起来。以单元为整体展开作业设计，改变了过去作业设

计浅表化、学生学习被动化的问题。

语文单元作业要基于单元目标，认真分析单元主题，对照核

心素养的要求对单元内容进拆分。比如，在部编版八年级下册第

三单元中，本单元以古诗文为内容，本单元导语指出：“自然美景，

幸福生活，人所向往；奇绝艺人，精湛技艺，令人赞叹”，所选

古诗文各有不同的特色。其中，《桃花源记》虚构了桃花源中的

故事，描述了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热情好客的祥和的生活图景，

表达的是作者理想中的社会；《小石潭记》是柳宗元“永州八记”

其中之一，描写了在被贬之地柳州所遇的一处景色秀丽的小石潭，

笔触细腻，表达生动，寄情山水中感情却是被贬流放的忧伤怨愤；

《核舟记》描写了精湛的核舟，核舟工艺之复杂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赞颂了古代优秀工匠的高超技艺，表达了作者对悠闲生活的追求；

《关雎》和《蒹葭》两首诗选择《诗经》，《关雎》通过描写对

所思念之人可念不可得的过程，表达求之不得的痛苦；《蒹葭》

通过描写一个若隐若现的“伊人”，表现可望而不可即所带来的

渴望、惆怅之情。

本单元所选文章均为古代文学作品，描写内容、表达情感各

有不同，让学生认识不同类型的古代文学作品，了解古人的思想、

情趣，在传统文学中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

单元作业旨在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培养自学能力。通过诵读、

翻译等方法，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以及文言文阅读能力，在探索

中感受古人的生活、思想和志趣。单元作业要改变以往学生死记

应背、机械学习的状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探究，以“趣”

为着手点，以“质”为目标点。让学生真正喜欢做作业，变“要我做”

为“我要做”。

单元作业应当划分层次，有基础性作业，有拓展性作业；有

个性化作业，有合作探究作业，巩固课时知识点，积累单元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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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句，习得语言运用与迁移，诊断与新课相关的内容。通过拓

展性作业，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使他们得以发展更多元的生活

情趣。

（二）把握教学要素，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

语文要素是教学实践中要落实的重点和难点。语文要素是指

语文字、词、句，也包括阅读、写作、书写、口语交际等语言能

力。对于语文课程而言，把握语文要素非常重要。在单元导读中，

会提示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单元作业要以语文要素为基础。

例如，在本单元中：1. 结合教材注释，借助工具书，重点解

决教材未加注释、自己不确定的字词读音和释义，标注在教材上。

2. 反复朗读诗文，熟读成诵。3. 翻译重点句子；将阅读中遇到的

其他印象深刻的文字做赏析式批注或质疑式批注。鼓励学生积极

的思考，融合了阅读、写作、语言交际等要素，并有效突出了课

程重难点，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实现自身核心素养的培养。

（三）确立单元设计基本要素，设定单元内部板块功能

在单元作业设计时，课时之间的隔阂被打破，教师可以整理

不同的学习板块，将各单元内容串联起来，让学生通过各个板块

的学习，对语文方法、单元思想展开分析，通过各节课之间的对

比联系，强化探究能力，进而拓展思维意识。不仅如此，教师还

可基于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对单元作业进行拓展，让学生能够

进一步强化对单元知识的掌握。

教师可将本单元的写景线索分析、思想情感分析等内容在

单元作业中进行整合，让学生在不同文章的对比中总结语文学

习规律，发展语文核心素养。1. 分析文章的写景顺序。《桃花源

记》以渔人的行踪为线索，按照发现桃林、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再寻桃源的顺序来写。《小石潭记》按游踪的

顺序来写：发现小潭——潭中景物——小潭源流——潭中气氛——

记录同游者。2. 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桃花源记》写剂子骥“规

往”“未果，寻病终”，后无人“问津”，流露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小

石潭记》作者观鱼后——“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抑郁忧伤的心情。

3. 了解柳宗元、陶渊明的生平及文学成就。

再如，在文言散文语言特点分析中，将本单元不同文章中的

句子摘录、对比，《桃花源记》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小石潭记》“近岸，卷石

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

披拂。”《核舟记》“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

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通过对比让学生感

受文言散文语言的节奏美、音律美。

在不同文章的对比分析中，学生提炼、总结学习方法。教师

需要合理地处理单元内部模块的功能性问题，在开展单元作业设

计工作时，应当设计完整的知识探索模块，把本单元的重点内容

突出出来，使各篇文章能够共同服务于某一项能力的发展。通过

不断优化单元板块的组合形式，让单元作业成为学生高效学习的

有效途径。同时，教师还需要以确定单元内部板块功能为基准，

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状况，灵活地创新作业内容和形式，确保其

趣味性、吸引力。

（四）综合作业类型，满足多样化的作业需求

核心素养关注个体发展，要求推动学生发展良好的学习能力。

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作业布置体现了层次性。设置部分巩固性

作业，面向全体学生，达成基础目标；设置部分具有选择性、弹性

化的拓展性作业，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探索需求，同时也赋予学生

做作业的自主选择权，增强单元作业的灵活性。同时还要整合个人

作业和团队作业，丰富作业形式，同时也提升作业的趣味性。

如，小组排练《桃花源记》中主人公进入桃花源后，桃花源

里人们的反应，将“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

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这些画面用情境演

绎的方式呈现出来。小组作业让学生们展开交流讨论，能够有效

增强作业趣味。

整理《蒹葭》的乐曲谱曲，分析蒹葭音乐的特点。个人作业

给学生们自主思考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展开较为深刻的思考。单

元作业综合不同的作业形式，能够增强作业的趣味性，同时帮助

学生发展综合素养。

（五）渗透价值观内容，实现大单元教学价值

核心素养人文底蕴、实践创新两项内容，通过拓展性作业，

可以突出对学生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的培养，并且突出作业与实际

生活的联系，体现出语文知识“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的特征，

将教学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得生活场景与语文课程有效关联，

将课堂内外有机融合起来，把知识传授、心理发展、人格塑造等

有机地结合起来综合培养语文核心素养。

拓展性作业：

1. 实地体验，课下到当地有名的自然景点游览、拍照，找一

找有哪些与所描述景色相衬的古诗句或者与自己心情相映衬的古

诗句。能否自己写一句古诗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古国工匠，欣赏大国工匠精湛的工艺。了解我国古代木雕

艺术，查阅木雕图片，有条件的学生去博物馆实地观察木雕。

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通过展示语文课程中的文化、价值观、

情感态度等内容，体现“语言建构与运用”“文化传承与理解”

的学科核心素养，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拓展性作业的目

标在于突出本单元的主题，将大单元教学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同时，

教师还可以对课堂活动进行拓展，组织古诗词朗读、以诗作画等

活动，帮助学生提升对语文美学的感悟，促进学生对语文美学的

认识和思考，提高学生对本课语文知识的解读和认识。

四、结语

总而言之，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巩固、延伸和拓展，对学生

有着巩固课堂知识、培养思维品质、提供情感体验的功能。近年来，

随着单元整体教学模式的推进，单元作业设计成了必需。单元作

业设计能够解决过去作业设计中知识散乱、内容空洞的问题。与

传统的日常作业相比，单元作业设计能更有效地结合单元教学的

整体目标，可以基于主题为学生打造更自由化的学习空间，整合

学生已有知识和新知识，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学习任务群

理念下，教师必须全面理解教学内容，对单元内容进行总结概括、

梳理条理，构建科学合理的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探索学习、探

究学习任务，实现课程知识和学习方法的同步传授，通过语文课

程大单元教学将整个语文课程进行连接，让学生的学习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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