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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小学语文主题学习的
实践研究

赖　琦

赣州市赣县区稀金第二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1100

【摘　要】在核心素养导向的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面临从学科本位向综合育人转型挑战。跨学科学习

任务群为语文主题学习提供实践支点。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与实践案例结合，探讨小学语文在跨学科任务群框架下如何实现

主题学习的整合设计与有效实施。研究发现，基于跨学科任务群的语文主题学习能增强学生语境理解、综合表达及学科迁

移能力，有显著育人价值。文章结合两所小学实践样本，从任务设计、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方面剖析，为语文学科跨界

融合、课程重构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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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背景下，语文教学被

赋予更广泛育人功能与课程整合使命。跨学科学习任务群

作为落实学科融合、促进学生综合素养发展的重要路径，

成为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着力点。它以真实问题为载体，打

破学科壁垒，引导学生在任务驱动下整合多学科知识开展

主题学习，提升语言运用、思维能力与社会实践素养。但

当前小学语文主题学习与跨学科任务融合存在理念滞后、

路径模糊、评价单一等问题。本文以跨学科学习任务群为

视角，探讨其在小学语文主题学习中的融合机制与实践路

径，为语文学科育人功能重构与教学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支

持与实践借鉴。

1  小学语文主题学习与跨学科任务群融合的教学实践

路径

1.1主题统整与任务群设计的契合机制

小学语文主题学习强调在真实语境中发展语言能力与

人文素养，这与跨学科任务群“以真实问题为中心”的理

念天然契合。在任务群设计阶段，教师应围绕语文单元主

题，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设定逻辑递进、层

层推进的学习任务。如在“人与自然”主题下，语文可以

承担情感体验与语言表达的主线任务，科学学科提供自

然现象的知识支撑，道德与法治学科则引导学生认识环保

责任，从而实现知识的多元连接与意义建构。通过这种方

式，语文教学不再局限于字词句段的训练，而成为跨学科

整合的核心纽带，促进学生在丰富任务中体验语言的社会

功能，激发其主动探究与综合运用能力。

1.2跨学科课堂组织与语文教学策略融合

在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课堂实施中，语文教师需转变

传统教学方式，主动运用“项目化学习”“任务驱动学

习”“情境式教学”等策略，推动学生在真实问题中进

行表达实践与思维训练。以“水的故事”项目为例，教师

通过创设“探访城市用水之旅”的情境，引导学生阅读相

关文本、提取信息、制定采访提纲，并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主题故事写作与展演。在此过程中，语文教学通过整合“

听说读写”能力训练，实现了从知识输入到输出的完整闭

环。且多学科教师协同开展实验观察、图表制作、社会调

查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学生语言表达的素材积累与认知

体验，使语文能力的提升建立在跨学科知识迁移与真实表

达的基础之上。为了更直观展示不同主题下小学语文在跨

学科学习任务群中的整合实践，本文整理了三个典型项目

的设计样例，涵盖学习任务、相关学科整合路径及成果输

出形式，具体见下表1：

表1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语文主题项目设计案例表

项目主题 语文学习任务 相关学科整合 成果形式

水的故事
撰写节水倡

议书
科学、美术、
道德与法治

小组展演+图文
报告

人与自然 编写环保童话
科学、社会、
信息技术

童话绘本+讲演

传统节日
整理节日民俗

访谈稿
音乐、美术、
道德与法治

节日习俗手册+
主题汇报

1.3项目成果评价与语文素养提升路径

跨学科任务群的成效评价应聚焦学生在语文主题学习

中的综合语言运用表现，而非单一的知识点掌握。具体而

言，应构建“形成性+终结性”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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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过程记录、作品展示、小组合作、表达表现等多个维

度。如在项目结束阶段，学生需围绕主题完成一份“节水

倡议书”，展示其信息整合、逻辑构建与语言表达能力；

且小组成果的展演、学习日志的撰写与自我反思也作为评

价依据之一。从两个试点班级的数据来看，学生的写作水

平提升最为显著，平均作文得分由78.4分提升至87.1分，

表现出结构完整性、情感真挚性和语言多样性的明显改

善。这表明，在跨学科项目驱动下，语文素养得以全面发

展，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单学科课堂。

2  跨学科语文主题学习的关键问题与应对策略

2.1教师跨学科设计与协同能力不足

在推动跨学科语文主题学习过程中，教师的跨界理解

力与协同教学能力成为关键影响因素。但多数小学语文教

师长期专注于本学科教学，对其他学科的课程目标、教学

逻辑与评价体系缺乏系统了解，导致在任务群设计时存在

脱节或片面整合现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8%的语文教师

接受过跨学科教学培训，且多数教师在实践中面临“不会

整合、怕出错、不愿协作”等问题。学校应加强对教师跨

学科能力的系统性培养，组织联合教研、项目工作坊与实

地观摩等活动，提升其综合课程设计与团队协作水平，推

动教师由“学科执行者”向“学习组织者”与“课程整合

者”转变。

2.2课程统筹机制缺失与时间资源冲突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具有持续性与综合性特征，其有效推

进依赖于课时调配与课程统筹机制的有力保障。在课时刚

性安排与各学科教学任务繁重的现实条件下，任务群常常

被压缩为碎片化的辅助活动，难以支撑学生进行深入学习

与高质量表达。另一方面，语文任务常在多学科交叉中被

边缘化，影响其主体功能的发挥。对此学校应设立“主题

项目周”或“综合实践日”等制度性安排，提供相对完整

的跨学科学习时间窗口；同时构建课程统筹平台，由教研

组与课程中心协调学科目标与教学进度，实现真正的资源

融合与协同运行。

通过这种集中时间和统筹协调的方式，能让学生在相对

完整且连贯的时间里，深入开展跨学科语文主题学习任务

群活动。在“主题项目周”内，学生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主

题项目中，不再受日常课时的频繁切换干扰，能够进行深

度思考和充分实践。例如，在“传统文化传承”主题项目

中，学生在一周的时间里，可从语文角度对经典诗词进行

解读，美术课上以诗词意境创作绘画，音乐课中学习传统

诗词歌曲，通过多学科融合，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

内涵。同时课程统筹平台能够确保各学科围绕语文主题，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进度，避免语文任务被边缘化，突出

语文在跨学科学习中的核心地位与主体功能，真正实现跨

学科学习任务群的有效落地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2.3评价机制单一制约语文综合能力展现

传统语文教学以卷面测试为主，评价标准聚焦于识字

写字、基础知识掌握与阅读理解等维度，难以覆盖学生

在跨学科项目中展现的批判思维、语言迁移与综合表达能

力。在任务群教学实践中，若仍沿用传统评价体系，将难

以客观反映学生真实成长。为此应构建与跨学科学习相适

应的“多元主体+多样形式”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引导学生

制作“学习任务包”，记录其在语文活动中的文本解读、

任务设计、作品创作等全过程成果；鼓励家长与同伴参与

评价，赋予学习更多社会互动意义。这种评价机制不仅提

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也增强了其参与感与成就感，实现

从“为考试而学”向“为任务而学”的转变。还可通过设

置情境化的评价场景，模拟真实生活中的语文运用情境，

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更准确地考查学生将

语文知识与技能迁移运用的能力。且教师要定期对评价数

据进行分析与总结，从中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优势与

不足，据此调整教学策略与任务设计，进一步优化跨学科

学习任务群的教学，使学生在更科学、更合理的评价引导

下，不断提升语文综合素养与跨学科学习能力，真正实现

语文学习与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

3  结论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在小学语文主题学习中深入实践，拓

展语文学科教学边界，为学生提供语言实践与素养发展路

径。在真实任务驱动下，学生整合语文与其他学科知识，

提升核心素养。实证数据与案例反馈显示，该模式在提升

学生语言能力、兴趣与责任感上优势显著。但推广面临教

师专业支持不足、课程实施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滞后等

挑战。未来应从制度强化政策引导与教研保障，构建课程

体系，支持多学科教师协同教学。同时开发适配不同年级

与水平的跨学科任务群模板，探索个性化学习支持平台，

推动形成语文主题学习生态系统。通过优化教学设计与资

源配置，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有望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发挥关

键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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