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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导向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实践分析
蒋　瑾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江苏 镇江 212001） 

摘要：现行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首次采用了语文要素与人文主题相互相结合的双线结构组织单元的编排方式，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学

质量，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围绕这一目标，更好地运用大单元整体教学方式，优化教学设计，提升教学质量，

已成为当前广大小学语文教师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基于此，文章在深入剖析小学语文教学现存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例，对基于

目标导向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策略展开积极探索，旨在通过大单元整体教学策略的不断优化，推动小学语文教学的高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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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强调，“深化教学改革”“探

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

具体到小学语文教学，其最终目的在于完成教学目标，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基于目标导向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需要教师在

正视小学语文教学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明确大单元整体教学目标，

然后以目标为导向，整合教学资源，推出崭新课型，组织丰富多

彩的教学活动，推动大单元整体教学的高质量开展，以更好地落

实教学目标。

一、小学语文教学现存问题

（一）整体性教学目标与单课时教学存在偏差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小学语文课程体系也逐渐走

向成熟。例如，在现行部编版教材中，每个单元所编排的文章无

论是在类型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有所区分，具有鲜明的大单元特

点，更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

部分教师在单课时教学中存在单元整体教学目标与单课时教学目

标偏差明显的问题。以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教学为例，该单元

人文主题为“背着行装出发吧，去触摸山川湖海的心跳。”，其

核心要义在于引导学生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伟大与神奇，创造

未来的无限美好。但是本单元中所编排的《宿建德江》这首古诗，

却充满了作者的仕途怅然、离乡愁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

一味地强调对单元人文主题的解读，却忽略了引导学生分析单篇

课文中所蕴含的特殊情感。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小学语文

大单元整体教学存在的单元整体目标难以反映各课时特殊要求这

一突出问题。

（二）单元主题贯彻性有待提升

实现小学语文单元教学的，关键并不在于教材，而在于教师。

作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设计者，教师肩负着把控课堂教学节奏

重要职责。但是就语文课堂教学的组织现状来看，赶课时、跳课

时的问题仍时有发生，教学过程缺乏系统性、连续性，导致学生

对语文学习的认知被局限于单节课堂上。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

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教师对部编版教材组元方式的理解不够深刻。

很多教师对教材内容的认知，仍停留在单篇课文教学的层次，导

致语文教学在衔接方面缺乏逻辑的承接，进而造成学生对单元主

题认识的片面性。

（三）单元课程教学方式灵活性不足

现阶段，很多教师都认为大单元整体教学是单课时教学的简

单整合，他们在进行单课时教学的备课时，容易割裂单元选文之

间的前后联系，降低单课时教学之间的相关性，还会造成课堂组

织方式、教学手段的重复。如在安排单课时教学活动时，教师可

能会基于自身教学经验，按照“课堂导入→背景介绍→语段分析

→提炼主旨→思想升华”的顺序进行教学活动的组织、安排。这

样的教学安排，的确能够充实教学内容，还可以达到循序渐进的

效果。但是如果教师长期一成不变地采用这一模式，不注重教学

方式的灵活变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学生对语文学习失去热情，

甚至产生抵触心理，而这也是当前大单元视角下小学语文课程组

织过程中需要深思的问题。

二、基于目标导向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实践分析

（一）整合教学内容，建立大单元整体教学基础

大单元整体教学有其突出特点，是部编版语文教材的主要编

排方式。在基于新版教材的教学过程中，大单元整体教学的开展，

能够更好地对接“大语文”教育观念。教师在构建大单元整体教

学模式时，需要整合教学内容，为教学的开展提供支持。因此，

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教师需要具备整合意识，深入研读教材，

整合网络资源，为大单元整体教学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以五年级上册《将相和》一课的教学为例，教师在整合本单

元另外两篇文章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搜集相关故事，以

进一步充实大单元整体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先为学

生布置故事讲述任务，要求学生在文本阅读结束后，复述文本故事、

讲述文本道理，分享阅读感受。在任务开展过程中，学生们通过

高频互动，在课堂上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交流氛围。而到了课堂展

示环节，学生在复述文本内容的同时，还可以分享与本单元主题“阅

读要有一定的速度”相关的趣味故事，在课堂上与教师、同学展

开交流、互动，推动大单元整体教学的顺利开展。

（二）优化目标设计，规划大单元整体教学教程

在制定大单元整体教学目标时，教师要由观照意识，统筹梳

理、分析大单元所有教材内容，以确保教学目标的覆盖性。与此

同时，学生的学习往往具有群体性特点，教师在制定大单元整体

教学目标时，还要注重目标的层次性，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从中

找到明确的学习目标，并在目标的驱动下投入单元学习。新课改

背景下的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以明确的、高覆盖性的教学目标设计，推进语文教学的深入开展，

为学生提供更多思考、表达机会，能够让学生从中获得思维能力、

表达能力、运用能力的全面提升。

教学目标的制定，需要教师综合考虑教学内容、教学流程、

教学效果等多个因素，其中特别是梯度教学目标的设定，更是体

现出鲜明的生本理念。以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教学为例，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将本单元的四篇课文《草原》《丁香结》等全

部纳入大单元整体教学范畴，然后提炼单元主题，设定单元教学

目标。本单元课文主要是围绕“走进大自然”这个主题编排的，

旨在引导学生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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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能力，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对此，教

师可将单元目标设计如下：①诵读课文，感受作者的独特感受与

奇异想象；②以《草虫的村落》为例，引导学生想象变形后的世

界变化，让学生站在全新视角观察世界；③进行对比阅读，认识

排比句的特点，掌握分号的用法。教学目标的制定，能够帮助学

生全面地认识大单元整体教学的基本内容与流程，为学生的单元

学习带来更多启迪，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规划学习

方案，从而顺利推进单元学习。

（三）推出崭新课型，启动大单元整体教学程序

在明确大单元整体教学目标后，教师需要根据大单元整体教

学的主要内容，为其配设适合的课型，如单元梳理课、单元阅读课、

精读指导课、单元讲解课、习作表达课、巩固复习课等。在选定

课型后，教师需要进一步设计、组织课型基本模式。每种课型的

构建形式都是不同的，但其中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只有

形成课型体系，才能根据学生群体的具体特点，为其提供适切的

教学服务。

大单元整体教学有其本身的鲜明特点，教师在选择课型时，

需要承担相应的教学任务，在不同课型中，同样需要学生开展不

同的学习活动，才能切实保障学习品质。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上

册的神话单元时，教师可在对本单元单篇课文进行组元的基础上，

通过互联网搜集《嫦娥奔月》《女娲补天》两篇神话故事，并将

其一起纳入大单元整体教学。根据神话单元的特点，教师在选择

课型时，可选择组文阅读课，并制定详细的阅读目标，围绕文本

内容提出相应的阅读思考问题。如问题①：本单元所编排的神话

故事，大多带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些神话故事表现出创作者的什

么思想？问题②：我们都知道，神话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的受

众群体却非常广泛，这是为什么呢？问题③：在本单元的神话故

事中，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神话人物进行重点分析，并说说你喜欢

这个形象的原因？学生们在问题的驱使下，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

神话阅读中，并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思考，然后选定神话形象进

行重点解读。

在此过程中，教师借助互联网搜集与单元主题相关的阅读素

材，不仅充实了大单元整体教学的内容体系，也为学生的阅读、

思考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在问题思考过程中，教师可根据学

生的状态，为其提供适当的指导与提示，帮助学生进入深度阅读，

并促使学生围绕文本内容展开讨论，达成阅读共识，深化对文本

的理解。

（四）推出学习活动，强化大单元整体教学实践

在大单元整体教学中，无论教师选择哪种课型，都需要相应

的教学活动的支撑。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需要为学生精心选

择活动类型，引导学生通过参与多样性的学习活动，进入大单元

学习的核心环节，获得学科认知能力的发展。对比阅读、主题讨论、

文本梳理、故事分享、素材搜集、主题写作等，这些都可作为大

单元整体教学的活动形式。在选择活动形式时，教师需要深入研

读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了解实际学情，为做出最佳选择提供依据，

确保大单元整体教学的深入推进。

在大单元整体教学中，教师可整合、集中多篇文本，引导学

生进行对比阅读、梳理性阅读、针对性阅读，并在学生阅读过程

中为其提供指导，以帮助学生建立更加丰满、全面的阅读认知。

例如，在教学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这一说明文单元时，教师可根

据说明文的具体特点，推出以下单元阅读任务：本单元的两篇课

文《太阳》《松鼠》，分别运用了很多说明方法，同桌之间展开

阅读竞赛，每人阅读其中的一篇，并找出课文中哪些句子运用了

什么说明方法，看睡能够找出更多的例句。小学阶段的学生往往

有着极强的好胜心，竞赛元素的融入，能够充分激发他们对阅读

活动的参与热情。在学生进行阅读活动之前，需要教师对其进行

适当点拨，集中展示常见的说明方法，并重点介绍一些常用的说

明方法，以帮助学生顺利开展阅读活动，完成对说明方法的认知

构建。

（五）创新对接训练，构建大单元整体教学体系

在设计大单元整体教学训练时，教师要具备拓展、创新意识，

根据实际学情，个性化组织训练内容与实践活动，以吸引学生主

动参与、自然进入到单元教学训练环节，以构建更加全面、系统

的学科认知。大单元整体教学训练往往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加

丰富的阅读素材，以充分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教

师还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创意学习与实践，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学

科核心素养。另外，在训练内容方面，大单元整体教学训练的内

容要具备综合性、观照性与覆盖性，教师应根据实际学情，对训

练内容进行针对性的组织与设计，促使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夯实

学科认知基础。

以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教学为例，本单元围绕“百里不同

风，千里不同俗”这一主题，编排了《北京的春节》《腊八粥》《古

诗三首》《藏戏》四篇课文。根据单元主题与文章编排特点，教

师可推出以下诵读和鉴赏训练任务：对本单元四篇课文进行梳理

性阅读，并在几篇课文中精选若干片段，进行有感情的朗读，看

哪位同学朗读得更有感情，然后组织学生从语气、语调、语感等

不同角度，对他人的课文朗读进行评价。课文朗读与评价结束后，

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句式、典词、主题、情感等角度，对四

篇课文进行鉴赏，看哪位同学能够赏析出几篇课文的深层情感。

而学生们对这种含有竞赛元素的训练内容往往有着极强的参与兴

趣，加之教师的适时指导，能够让学生从中获得更加深刻的学习

体验，从而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

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具体教学实践

中，教师要以目标为导向，树立筛选意识，为学生准备更多适合

的学习机会，让学生自然形成语文学习认知。此外，大单元整体

教学带有群体阅读学习特点，教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 . 对

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处理，以促进单元教学品质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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