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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应用实践探究
区燕琛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奥园学校，广东 广州 511495）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以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

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是落实核心素养培育、深化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必然举措，其以大概念为基准，依托学习任务整合单元主题、学

习内容、课程评价，追求自然连贯的课程教学。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如何确保大单元教学的实效性，仍是困扰一线教师的一大难题。

基于此，文本围绕大单元教学的现实意义，阐述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序推进大单元教学的具体方法，以期彰显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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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单元教学中，以大概念为统领，打破语文教材原有的编

排体系，有助于增强课堂教学的整体性、层次性、趣味性。由于

部分教师缺乏对大单元教学意义的深刻认识，其设计的教学活动

缺乏真实情境，存在任务单一、评价片面等问题，进而导致课堂

教学的无趣、低效。鉴于此，为什么要开展大单元教学？如何有序、

有效地落实大单元教学？都需要语文教师在课程构建中进行深入

探究与钻研。

一、大单元教学的重要性

依托大单元教学推动小学语文课程的创新构建，从根本上突

破了以往单篇课程孤立教学的窠臼，加深了课文与课文之间的联

系，有效确保了课程教学的单元整体性。双线组元、内在勾连的

编排特点，使得小学语文教材具有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天然优势。

语文教师可以紧扣语文要素、人文主题，创设统领单元各方面内

容的大主题、大情境，进而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以任务驱动为抓手，

推动大单元教学的有序落实。

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高年级教材，低年级的语文教材并没

有设置明确的单元导读页。这种设置形式影响了低年级学生对教

材、语文课程整体认识，很容易让他们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产生“割

裂感”。而大单元教学为低年级语文教学的创新与优化提供了新

的选择。“大单元”不仅仅是指语文教材中的单元内容，这里的

单元更是一种学习单位，强调在一定的框架下，以联系的视角整

合课程资源、教学内容，即围绕语文要素，多角度展示不同的例文，

以帮助学生知道、理解、运用单元知识，从而实现核心素养培育。

相较于传统的教育模式，大单元教学更有助于彰显学生的主

体地位，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基于整体视角优化课程教学，

打破了课文件的壁垒，可以让语文教师结合“最近发展区”理论

设计贴合学生实际的情境，进而促使学生在自主探究与合作互动

中，实现从事实性学习到概念性理解学习的转变，强化对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育。同时，大单元教学有效地拓展了教师的教学

视野，可以将语文教师延伸至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真正突显了语

文学科的育人属性。

二、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的策略

（一）抓住核心，点燃阅读兴趣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了童话在

低年级阅读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童话的积极意义。在小学

语文第一学段的教材内，以童话为题材的文本占比较大。因此，

在核心素养理念的导向下，小学语文教师在实施大单元教学中，

应充分挖掘童话故事中的育人元素，引领学生结合生活实际，积

极探索童话故事背后的深层内涵。童话往往通过夸张的叙事手法、

丰富的想象力，来折射现实生活，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倘若语文教师以一般记叙文的方式讲述童话故事，不仅会丧失童

话教学的应有之义，还会限制学生的想象力。

对此，在大单元教学视角下，语文教师可以围绕“学科大概念”

对教材内的童话故事进行整理，从而为学生构建童真、童趣、童

心的课堂，引领学生在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里尽情翱翔。新课标

理念下，语文学科的“大概念”表现为“文化、语言、思维、审美”，

从行为层面上来看，又蕴含着“感受与运用、理解与欣赏”等。因此，

在具体的落实中，小学语文教师便可以根据“体会童话故事的情

趣盎然，理解童话故事中蕴含的道理”这一目标，通过采用多种

教学手段，调点燃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深入感悟童话故事的

本质。

①角色扮演，引领深入想象。童话故事的语言特点、情节设

置非常契合低年级学生的思维特点，妙趣横生的童话故事非常容

易获得学生的喜爱和认可。为更好地突出童话教学的核心要素，

让学生获得美的感染，语文教师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创造性地改

编，再让学生在扮演活动中深入感受童话故事中的角色形象。以《寒

号鸟》为例，先带领学生揣摩喜鹊、寒号鸟的对话，并从中分析

它们的心理活动，再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进行表演。

以此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进行创新，既有助于充分跳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又能够让学生通过把握任务形象，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

的道理。这也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血神的想象

能力。

②借助插图，丰富学生想象。教材插图作为生动形象、极具

美感的教学资源，在大单元教学视角下发挥着独特的教学价值。

引导学生在童话学习中关注教材中的插图，可以借此鼓励学生想

象童话发生的情境，从而深化学生对童话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以《我

要的是葫芦》为例，教材中配有两幅插图。分析插图中葫芦的长势、

种葫芦人的表情神态，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故事的主旨内涵，让其

体会种葫芦人的情绪变化。在教学中，巧妙利用插图资源，能够

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

（二）任务驱动，培育核心素养

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可以拓宽大单元教学的边界，

引领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形成良好的习惯。围绕大概念创设真实有

效的情境任务，有助于更好地提升作业效益，深化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

首先，依托真实情境，组织课外调查。以《小蝌蚪找妈妈》《我

是什么》《植物妈妈有办法》为例，语文教师可以围绕人文主题，

提炼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落实大单元教学，设计趣味十足的大

单元作业。课外调查是拓展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积累、培养

学生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根据上述课文的共同点，引导学生围

绕“大自然的秘密”这一大概念，进行课外小调查，可以让学生

在真实的情境中，了解自然、感受自然、认识自然，进而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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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科学探究意识，锻炼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为增强情境探究

的指向性，语文教师可以设计多样化的调查小任务，如：

任务一：假设你作为小蝌蚪的最好的朋友，你会如何帮助它

们找妈妈呢？请通过上网查询、采访父母长辈等方法，了解蝌蚪

妈妈的相关信息，诸如它的体貌特征、生活习性等，以及采用图

文并茂的形式，记录自己的调查结果。

任务二：请以表格记录不同植物妈妈孕育植物宝宝的方法，

并谈谈你的感受。

低年级学生的语言思维尚处于发展阶段，因而，在课外小调

查中，鼓励学生运用图画、表格等方式记录自己的探究过程、探

究结果，更加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这种清晰直观的记录

方式，还有助于降低学生的调查难度，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

直观思维。

其次，依托真实情境，鼓励自主创作。任务驱动教学法在于

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自主学习能力。

因而，在真实的情境中，借助具体任务，推动学生的“创”中学、

“创”中知，可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

比如，通过对“大自然的秘密”这一大概念进行延伸，语文教师

可以创设“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大情境，进而以创作小

任务为抓手，引领学生感受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与多姿多彩。比如，

让学生利用相机、手机拍摄自然风光；使用画笔以大自然为主题

进行美术创作；通过观察某种自然现象、自然景观，创作儿童诗、

歌谣等。这种具有创意性、趣味性的创作小任务，能够在无形之

中给予学生美的熏陶，循序渐进地提升学生对自然之美的感知能

力、领悟能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提升学生

的审美创造能力。依托真实的情境任务落实大单元教学，符合低

年级学生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有助于切实提升语文教学的实

际效能，助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三）设计活动，增强学习体验

引领学生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感受真实的语言运用，以及积累

丰富的语言运用经验，是新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也是落实核心

素养培育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的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仍存在一

定的偏差，部分教师未能正确理解、把握新课程标准的培养要求，

妄图借助题海战术弥补实践活动的教学价值。这背离了新时期课

程改革的基本走向。因此，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实施大单元教学，

有助于推动传统教学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引领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构建学习共同体、实现深度学习。这有助于不断夯实学生的基础

能力，让学生借助实践促进语文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融合共通，强

化学生应用语文知识的实践能力。

步入小学后，学生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语文学科知识。因此，

低年级语文教师在设计实践活动时，既要满足学生基本的学习需

求，又要在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同时，让其保持愉悦的身心。

所以，语文实践活动应兼具认知性和娱乐性，以此保障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的和谐交融，让学生在活动参与中增强自我效能。

以《天地人》《金木水火土》《日月水火》《对韵歌》为例，

本单元的核心概念为“识字”，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识字能力，

让学生学会识字。因而，结合学生的基本学情和教学内容，语文

教师可以设计如下活动：

①猜谜活动：以图像的形式设计谜语、字谜，符合低年级学

生的思维认知规律，可以有效地调节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课堂

积极性。

②看图写字活动：低年级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的

认识较为感性。引导学生结合图画猜字，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

思维想象力。比如，用太阳表示“日”，用“月亮”表示“月”，

用物象、形象表示汉字，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知识迁移与灵活运用。

③ 拆字说文活动：语文教师结合《说文解字》分析汉字字形、

考究字源的特点，设计趣味性的课堂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从字体

形象的角度，深入探究汉字的含义、用法。这有助于指导学生掌

握识字的基本规律，让学生形成良好的识字方法。

（四）重视评价，引导自我反思

新课程标准明确强调小学语文教师应有意识地运用评价，引

导学生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从而

帮助学生实现自我反思、优化思维模式、创新学习方法。如何科

学合理地评估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大单元教学设计，为语文课

程的创新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比如，针对大单元框架下不同的

情境任务，语文教师可以采取细化评价，即通过设计覆盖教学全

过程的评价量表，对学生的课程学习、任务探究，进行动态追踪，

从而在此基础上构建全面、细致、奏效的评价体系。

以《大禹治水》《朱德的扁担》《难忘的泼水节》为例，语

文教师围绕“伟人”这一核心概念，为学生布置了多样化的学习

任务群，比如，绘制英雄“画像”、讲述英雄人物故事等。针对

具体的任务，引入不同的评价形式，能够有效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

构建“教学评”一致性课堂。在评价学生绘制的英雄“画像”时，

语文教师主要采用了线下互评，即让学生结合评价标准，对英雄“画

像”进行了评级。具体的评价标准可参照如下内容：

标准一：是否清楚地展示出英雄人物；

标准二：是否体现了英雄人物的品质、精神；

标准三：是否展示英雄动作。

发挥评价任务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可以向上对接教学目标，

向下又能嵌入到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为学生指明学习方向。同时，

大单元教学视角下课程评价的创新，还要求语文教师关注评价主

体的多元化。一方面，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评价标准展开自评。

以此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自我总结，有助于不断提高学生的自

我认知水平；另一方面，语文教师也应引入学生互评、家长评价

等方式。构建细致化、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体积极性，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构建中，从而让低年级学

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感受大单元学习的乐趣。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大单元教学中，以大概念为引领、以大情境为

载体、以大任务为抓手，推动低年级语文课程教学的创新，可以

有效彰显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将核心素养培育润物细无声地融

入到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中。以此让语文成为学生快乐生活的一部

分，有助于促使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拓宽视野、发展能力、塑造品格，

从而引领学生逐步形成终身学习习惯，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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