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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语文单元作业优化设计策略

王飞飞

山西省沁水县示范初级中学校，中国·山西　晋城　048200

【摘　要】在双减环境下，语文教师在设计初中语文单元作业期间需要凸显出作业的连贯性、层次性、主体性，带领

学生对单元知识进行更加高效地学习。教师需要明确单元作业的核心目标，同时整合核心素养内容，确定单元作业培养计

划并开展精细化的作业设计；引进过程性评价，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取得成长和进步。本文对初中语文单元作业设

计策略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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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语文单元作业特征

1.1　连贯性

大单元教学模式在近几年来开始普及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该模式下也催生出大单元作业计划。语文教师在对初中语

文单元作业进行设置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大单元课程教学特

征，体现出作业的连贯性。即教师需要摒弃传统以碎片化课

程作业为主的思想观念，整合连贯的作业项目，使学生能够

在单元学习过程中经历思想认知层次的逐渐提升。

1.2　主题性

通常情况下，单元教学具备一个明确的主题和方向，

以该主题为核心进行拓展可以引导这个主题带领语文教师

以及学生进行不断地发散学习，使得以一个确切的主题来

带领学生在思维探索过程中找到延伸方向、拓展领域。因

此，单元作业也具备一个主体性的培养目标和方向，作业

中的培养计划、培养内容与单元整体教学目标相适应。教

师在单元教学的整个生命周期均是按照整体培养计划来展

开各项教学活动，力求帮助学生在完成学习之后形成对单

元课程更为深刻的认知。主题性单元教学计划在新时期须

得到进一步优化改善，在此背景下，主题性的作业内容也

需要得到更加完美、高效地引进和构建，使学生在主体框

架中进行深层次探索学习。

1.3　层次性

单元作业具备确切的培养主题和方向，也具备连贯性，

两者共同决定了单元作业所具备的层次性。具体来说，在

单元作业中所包含的层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

面，主要是引导学生实现能力、素质的螺旋梯次提升。即

教师按照学生的最近发展趋势，秉承单元作业项目由易到

难的呈现原则，带领学生不断深化对单元主题的认知，提

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第二方面，单元作业的层次性也体现

在分层教育层面。即学生在单元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同

的思想认知，即每一位学生适应不同的单元学习目标和计

划，能够在单元培养活动中展现出特定的优势，而相关优

势特征是由学生的语文基础所决定的。因此，学生在单元

学习期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学习状况，表现出不同的学业

水平。

2　初中语文单元作业设计策略

2.1　衔接单元导语，确定单元作业培养目标

2.1.1　单元作业培养目标的提出背景

初中语文教师需要找到一个减负增效的出发点和立足

点，优化语文单元作业。即确定单元教学整体目标，减少

无效功，从而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在传统的单元

作业中，大部分教师采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作业设计

策略，让学生更多地学习单元知识内容，但是却没有充分

尊重单元的主题和教学目标，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肩负

较大的学习负担，同时也会导致学生丢失学习方向。在缺

少一个确切的培养计划、培养目标情况下，学生参与语文

单元整体学习将事倍功半。

除此之外，单元作业的培养目标也与当前初中语文教学

的整体培养目标相适应。相关培养目标环环相扣，能够补

充学生的知识欠缺，提高学生的认知层次。即单元作业培

养目标需要在整个语文教学框架体系下，为达成初中语文

整体培养目标得到合理设置。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人教版

语文教材进行研学分析不难看出“每一个单元所提出的培

养目标和计划均是整个初中语文教学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因此，教师不必寻找额外的培养计划，同时也

不必考虑引进过多的培养内容，只需要衔接单元主题，找

到一个确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2.1.2　案例分析



13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例如，在部编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第1单元的教学活

动中，教师须根据本单元导语部分所呈现出的内容以及所

设定的各项任务指标，完成对单元作业整体目标的设置和

开发。教师可参照单元导语中的三个任务（学习鉴赏、诗

歌朗诵、尝试创作），从中整理出单元整体培养计划。不

难看出，以上三个任务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创

新能力以及赏析能力。

确定整体目标：语文教师在本单元教学活动中可围绕着

单元导语的核心内容，如“对黄河一泻万丈的赞颂；对未

来选择的路的惆怅；还有可能有过写诗的冲动；甚至已经

体验过诗歌创作的快乐”，让学生在单元作业中能够以创

作赏析以及语言表达为主题，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

拆分目标结构：借助以上的语言能力指标可进一步确定

本单元的整体培养任务（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能力）。在

语言思维中则囊括语言赏析、语言积累以及语言创作，三

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明确作业计划：教师须引进以上几大指标，带领学生

参与层次化学习，通过学习鉴赏把握诗歌的意蕴，体会诗

歌的艺术魅力；通过诗歌朗诵，学习朗诵技巧，对其中重

音、停连、节奏进行整体学习，把握诗歌的情感基调，读

出感情；而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创作，写一首小诗，抒发

情感，从语言、语音、结构、节奏等多个角度，将诗歌的

美学特征在创作中进行完整全面的表达。

2.2　整合核心素养，确定单元作业培养计划

2.2.1　从语言基础的角度

语文教师在单元作业培养计划中应当参照语言基础能

力培养指标，剖析在单元导语目标以及单元任务群中囊括

的语言基础培养计划和内容。例如，本单元的教学活动主

要是让学生通过鉴赏、朗诵、创作，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语

言能力。教师可从语言基础部分来制定出更为细项的培养

计划，教师须确定本单元中所包含的字词基础，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把握诗歌类创作常见的词汇规律和特征，对其

中词句结构能够形成较为深刻认知；能够辨识诗歌的创作

特征，以便在创作环节做到清晰、连贯、不偏离话题。为

此，教师在基础语言作业计划中需要以夯实学生的知识基

础为核心，让学生对本单元所展现出的字词句进行积累学

习，通过布置书面类作业、朗诵记忆类作业，让学生能够

系统性掌握诗歌、诗文的语言特征，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2.2.2　从语言思维层面

教师在设立大单元作业培养计划的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学

生的思维状况，同时也需要深入剖析单元教学活动中所呈

现出的思维思想内容。本单元是以诗文创作为核心，其中

所展现出的语言思维也应当是本单元的核心培养内容。通

过上文对导语计划的拆分不难看出，教师需要通过引导学

生参与语言赏析、语言积累以及语言创作来实现语言思维

能力的提升，其作为本单元的整体目标，语文教师可按照

上述的作业计划，引进创作类的作业项目。例如，让学生

以诗歌创作为主题进行学习，在思维能力培养过程中引导

掌握诗歌的基本创作方法，能够从情感、字词、基础、思

想表达等多个方面，把握语言特色、语言规律以及语言情

感中的底层内涵。

2.2.3　从语言审美层面

诗歌具备优美的旋律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本单元教学

环节，教师对作业项目进行设置也需要让学生能够读懂、

看懂诗歌中的语言美学规律。在本模块的作业项目中，教

师主要是带领学生通过语言赏析学习，从不同角度领略

文章中的语言美学规律和特征。教师可开展简单的朗诵活

动，可布置线上作业项目，让学生尝试在课后进行朗诵学

习，有感情地将诗歌中的美学特征和规律表达出来；同时

将美学中的人文内涵、社会道德、政治文化、家国情怀、

政治信仰、革命精神进行剖析学习，使得学生可以从不同

层面赏析到诗歌类创作中的美学要素，从而提高学生的整

体研学水平。因此，在该模块主要是让学生进行开放式学

习，教师须引进开放式的作业项目，结合朗诵以及线上诗

歌比赛；通过布置更多有关读后感类的作业项目，让学生

尝试挖掘其中的文章美学规律和特色；之后让学生相互交

换彼此的审美体验和感触，使学生对诗歌的美学认知层次

和能力得到提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语文单元作业项目中，语文教师需要

完成对多元化作业指标的设计，制定更加严谨细致的作业

计划和方案，在单元教学环节凸显出作业的层次性、连贯

性、主题性，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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