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6 Vol. 4 No. 05 2022教学创新

“以任务构造真实情境”
——论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综合性学习”单元中的情境教学策略

徐丽菲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在综合性单元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依靠建立真实或虚拟的言语情境，带领学生进入真实情境。在此前提下，学生接受学习任务，

解决学习问题时，会更加专注投入，带着任务和问题进入真实情境，不仅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也能提高学生的人文情趣，

搭建了从单一的语文文本学习到生活中真实情境的桥梁，不断促进学生言语实践能力和语言使用能力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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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

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

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

核心素养纳入了课程改革体系，“综合性学习”单元也应运而生，

进一步保障了综合性学习的实施。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真实情境中的语言应用，其目的是引导

学生在经验中历练言语技能。可在过去的综合性学习的教学实践

中，学生往往被动地处在语言训练的场景中，不得章法，流于形

式，收效甚微。申宣成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文综合性学习就是在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

情境中展开的、整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要素（读写听说）的

言语实践活动。因此，“真实情境”是综合性学习的要素和本质，

脱离“真实情境”的综合性学习是不存在的。综合性学习应以真

实情境中的言语实践活动为主导框架，在真实情境中获得丰富的

言语情境体验，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贯穿驱动性任务，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

杨向东教授指出，真实情境其本质是心理意义上的，是指那

些贴近学生既有经验且符合其当下兴趣的特定环境。在这个特定

环境中，学习活动与真实任务结合了起来，学生在言语实践活动

中会更乐于积极思考、主动研究。而学生只有被真实的任务驱动

时，有意义的学习才有可能发生，这才是语文综合性学习。因此，

教师在创设真实情境时，应设置驱动性任务，以探索问题来引导

和维持学习兴趣和动机。

例如在小学三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的“中华传统节日”中，

该单元的课文《古诗三首》，根据时间顺序选取了描述春节的《元

日》、描述清明的《清明》和描述重阳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通过对古诗的学习，引导学生感受古诗中所表达的节日特色和节

日情感。学生可以根据节日特色风俗习惯为引子，也就开始了本

次“了解中华传统节日”的综合性学习。教师根据课文后的活动

提示和综合性学习教学的整体安排，将学习任务分解，贯穿本次

综合性学习实践的始终。并以任务为主线，构建真实的言语习得

环境。现以在小学三年级下册的“中华传统节日”为例，作出如

下教学活动设置：

学习阶段 驱动性任务 任务分解 真实情境设计 表现性评价

第一阶段

（课内 2 课时，

课外 2 课时）

收集节日资料，

演绎节日场景

任务 1：

组织划分小组

任务 2：

设计填写表格

情境 1：拿出日历，根据时间顺序，引导学生数出

所有传统节日

情境 2：根据小组划分，小组成员演绎节日场景

情境 3：根据小组划分，每个小组介绍节日风俗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第二阶段

（课内 1 课时，

课外 2 课时）

创意展示传统

节日

任务 1：

整理节日资料

任务 2：

展示传统节日，小组商议展示

方案

情境 1：

历史研究员：节日故事

美食爱好者：节日美食

民俗学家：节日习俗

非遗代表：历史意义

情境 2：

我是创想派：

唱节日歌曲

制作节日手抄报

画节日风俗画

创作对联、手工作品等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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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课内 1 课时）

展示综合性学

习成果

任务 1：成立评选小组

任务 2：设计评分规则和表格

情境 1：小组成果快速展示，小组选出代表表述

情境 2：评选小组打分，完成评选表格

情境 3：宣布获奖结果，发放奖励
总结性评价

驱动性任务应贯穿学生学生自主探索实践的始终，也贯穿于

教师在教学安排计划的始终。同时，驱动性任务应始终立足言语

实践活动，指向学生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驱动性任务让学生带

着真实的任务学习，使学生拥有主动的学习权，在综合性学习中

主动构建起知识的经验。

二、巧设挑战性任务，搭建多元的活动支架

由真实情境构建出真实的情感体验，在感受主人公的情感上

也会来得更加深刻自然，塑造真实情境，也就能找到情感的相通

之处，更好地学习人物、理解文字、体味文章。但往往这一类任

务对学生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因此教师还要为学生语言实践活

动提供必要的知识和资源，搭建多元的的支架。在各种类型的支

架的帮助下，挑战性任务才能水到渠成地完成。

例如在小学四年级下册综合性学习的“轻扣诗歌大门”中，

设置任务环节为“接触 - 学习 - 创作”三个任务环节，将传统单

一文本学习中融入真实情境，创造真实任务学习的机会。学生根

据任务设置，进入真实的言语环境，认识诗歌，到学习理解诗歌

的内涵，最后学会创作，表达诗歌，形成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

现以在小学四年级下册的“轻扣诗歌大门”为例，作出如下教学

活动设置：

活动一：成员招募，启动编书任务（课内 0.5 课时）

情境 1：全息阅读是我校的品牌项目，现我校图书馆需要全

体师生群策群力，编写一套全息读本。我们四年级刚刚开启了现

代诗之旅，便将编写现代诗集这一具有挑战的任务给了我们，你

们有信心吗？

情境 2：分成 5-6 人的小组，讨论一本书由哪些部分组成，

记录在表格中。

活动二：诗海徜佯，绘制现代诗简史（课内1课时，课外1课时）

情境 1：现代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流派也很多。小组合

作查找资料，绘制现代诗简史。

情境 2：各小组通过讨论，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流派查找资料；

诗海拾贝，选出成员最喜欢的 5~6 个诗人极其代表作；合编出诗

集的目录。

活动三：美摘巧仿，书写推荐感言（课内 1 课时）

情境 1：教师出示摘录范例，引导学生概括摘抄的方法，并

尝试摘抄；还可以根据教材中的诗歌进行仿写，形成诗歌摘抄本。

情境 2：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沟通“可感与不

可感之间”。作为要推广到全校乃至更大范围的全息读本，我们

要帮助读者读懂推荐的现代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出示已

出版的现代诗集，学习推荐词的写法。并为自己推荐的诗写一写

推荐词。

活动四：美化诗集，设计封面内页

活动五：诵读诗歌，推广全息诗集

现代诗歌文体独特，学生接触理解起来可能会存在一定困难。

通过上述真实情境中言语实践活动：绘制诗歌简史、书写推荐词、

诗配画、学习朗诵等，学生在开口和动手中学会成长，锻炼自主

学习能力，构建了现代诗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

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增强学生语文能力。同时，在设计活动时，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为学生提供多元支架：活动支架、

知识支架、思维支架、资源支架等。如：在编写诗集前引导学生

交流一本书的组成，编写目录前通过查找资料绘制现代诗简史，

都是为学生设计思维支架。在写推荐词之前学习推荐词写法、诵

读之前欣赏现代诗，这些精心选择的资源都为学生提供了范例，

使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可感，这是为学生提供思维支架。

三、拓展持续探究性任务，链接真实的生活世界

语文是立足于生活实际的学科，小学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要从课本教材出发，根据教学内容有效联系生活实际，鼓

励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语文元素，充分调动学生对语文的学习

积极性，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例如在三年级下册的“中华传统节日”综合性学习单元中，

在整个单元的教学设计中，例如课文《纸的发明》，可以传播中

国四大发明之一，讲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课文《赵州桥》《一幅名扬中外的画》等

亦是如此，潜移默化中建立起对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四年级下册

的“轻扣诗歌大门”综合性学习单元中，感受现代诗歌的独特韵味；

在五年级下册的“遨游汉字王国”综合性学习单元中，不仅介绍

了汉字的起源发展、汉字的有趣现象，也拓展到日常的汉字规范化。

教师也可以在此综合性学习单元的教学中，介绍中国汉字在古时

候的巨大影响力。综合性学习单元不单单只是学生的自主探索学

习的过程，而是一个培训成长学生的动态过程，在教学过程中，

要结合生活、联系现实，加入情感教化，达到促使学生成人成材

的目的。

四、结语

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教学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统编

小学语文教材根据“综合性学习”栏目设置，强化学生的自主探

索与实践能力。综合性学习应以真实情境为载体，实现知识世界

与生活世界的连接，做到知、情、意、行合一。教师们的教学方

式和教学设置也要遵循“以任务构造真实”，通过驱动性任务、

挑战性任务、持续探究性任务营造真实情境，做到将语文学习融

入到生活中，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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