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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中注足传统文化的血脉
——以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为例浅谈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作业设计

齐　霞

（威海市锦华小学，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在部编版教材中，从三年级起，每个年级的下册安排一次综合性学习，而综合性学习需要一段时

间的活动研究，在学生的考查中又难以实施，因此，这部分内容在有些教师那里就可能会一带而过，或者可有可无。而且统编小学语文

教材在各年级选编了大量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优质的作业在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方面发挥着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传统

文化视域下的作业设计是要在追根溯源中探究文化源头，了解传统文化；在思辨比较中，感受文化多样，探寻传统文化之脉；与生活融合，

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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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针对不同阶段

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选编了大量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容。统编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以“中华传统节日”为主题，

编排了综合性学习内容。该单元中，《古诗三首》课后的“活动

提示”明确了综合性学习任务。《纸的发明》课后的“活动提

示”提示学生适时梳理和交流前一阶段的活动情况，讨论下一阶

段的活动内容。课文学习结束后，教材还布置了两项任务：一是

用文字记录过节的过程或者节日里发生的故事，二是小组展示学

习成果。教材这样安排，旨在通过为期两周左右的综合性学习，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处理信息、人际交往等能力以及互助合作的

团队精神，同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

解，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随着统编教材的全面推行，

对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研究日益增多，但涉及作业设计的甚少。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作业设计又应该遵循哪些理念呢？本文以三年

级下册第三单元“综合性学习单元”一单元的作业设计为例，从

“纵”“横”“融”三个层面，浅要阐释传统文化内容作业的设

计思路。

一、纵：贯通古今，探文化之源

从“纵”的角度设计作业，就是以长线作业为依托，单元作

业为分支，课时作业为基点，形成三位一体的纵向作业生态流。

细致研究教材不难发现，统编教材中有大量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

意味着一开始就要拥抱传统。需要注意的是，长线作业的设计并

不是以节假日和第三单元学习时间定位的，而是贯穿整个学期，

为此还设计了我校“传统节日情境下的作业清单”以“纵”的思

路设计作业，主要就是让学生广泛搜集资料扩大知识面，紧扣本

单元语文要素：“收集节日的资料，交流节日的风俗习惯，写一

写过节的过程”和“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加深对传统文化内

容的了解，加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长线作业——自主探究，寻传统文化

本单元是学生与综合性学习策略单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

是第一次接触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单元。研读教材不难发现，本单

元教材中的几篇课文浅显易懂，但是所涵盖的“文化”要素却空

前浓郁，这就提醒我们，在作业设计的时候既要关注“语言的建

构运用”“思维的发展提升”“审美的鉴赏创造”，更要关注“文

化的传承理解”。所以，本单元的学习势必要在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完成，就必然要求学生在漫长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去亲历感

受和搜集查询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因此，在寒假前，我们结合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发布了以“找

一找身边的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长线作业，并根据学生学情设计

了菜单式作业，供学生自由选择，让学生主动去探索、搜集传统

文化的相关资料，在潜意识中浸润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作业展示环节，创设以“传统文化小博士”的情境来介绍

自己调查的情况。有的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春节趣事，分

享自己元宵节过节历程；还有的学生以文化作品的方式——如剪

纸、面塑等介绍身边的传统文化。在言语交际中，也在潜移默化

的学习表达。

（二）单元作业

除了跨越时间之久的长线作业，我们还依据单元作业目标、

单元内容、教学目标、赋予儿童以“龙的传人”为介绍主体，以“世界”

作为表达对象，“向世界介绍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这一单元作

业主题。融合了本单元的桥文化、画文化、纸文化，以及学生喜

闻乐见的节日习俗文化，学习阅读和表达，深度融合“了解课文

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的”和“收集传统节日的资料，

交流节日的风俗习惯，写一写过节的过程”的单元语文要素。

（三）课时作业

在长线作业和单元主题作业的架构下，分别设计了每个课时

的作业，有所侧重的落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纵向看，学生在长

作业中已经潜移默化地运用了多种途径“收集资料”，所以“收

集资料”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我们在第九课《古诗三首》学习之后，就要帮助学生

由搜集资料无目的进阶到有目的搜集资料的方式，所以我们提供

了“溯节日之源”的作业单，帮助学生搜集资料。

后来我们发现，《纸的发明》这一课的页脚处标注：“本文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编写”。可见，这篇文章就是“汇

总材料成文”，所以本课也承担着独特的价值。所以在学习完《纸

的发明》这一课之后，将“收集资料”这一语文要素要再次巩固，

依据课本中对于《纸的发明》的历程进行梳理之后进行的课后作

业设计。

例：同学们，《纸的发明》时间轴让我们看到了“纸文化”

的历史变迁，请你选择你喜欢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清明节等，

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用时间轴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然，在本课的后面还设计了一个资料袋，呈现了“纸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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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资料收集”。因此，我们在进行作业设计的时候还设计了“纸

文化小讲坛”这样的作业，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纸文化资料。经

过学生的资料搜集，集体展示，让学生了解到汇总资料的三条路径，

其一、课文学习，这是基础路径；其二、关注资料信息，这是增

补路径；其三、课外无限量搜集信息，这是拓展路径。

二、横：思辨比较，寻文化之脉

从“横”的角度设计作业，就是让学生在前期资料搜集的基

础上，以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整理，助力选材；在学校校本课程“单

元主题下阅读生态群”的引领下打造本单元的“传统节日主题下

群文阅读”作业单，将名家写过春节经历的文章放在一起，横向

比较不同作家过节的过程，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辨能力，

学习写法，助力表达，进而落实本单元“写一写过节的过程”这

一语文要素。

（一）思维导图，明确写什么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写一写过节的过程”，但是纵观单元

整体发现除了第九课《古诗三首》体现了传统节日的习俗和过节

情景之外，其他文章只是提供了“写法”上的帮助，在选材方面

并没有多余指导。基于综合性学习的特点，这次的习作是一次成

果展示，是前期搜集资料的串联，那如何帮助学生将语言文字有

序串联呢？思维导图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有学生根据自己的所学，从“元宵节”联想开去，可以

想到吃汤圆、玩龙灯、放烟花爆竹等；有学生回忆起自己的清明

节刘公岛瞻仰英雄经历；有学生回忆过年想到放烟花、看晚会、

吃饺子的经历。

图一：思维导图——明确写什么

（二）群文阅读，感悟怎么写

学生在写作时，往往会遇到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习作

内容不具体，语句不生动等具体问题，因此我们在引导学生搭建

好习作支架之后，就要和别人学习写作方法，怎么学呢？结合学

生学情结合历史经验，我们在群文阅读中感悟作者的写法，落实

“围绕一个意思写一写自己的过节过程”的语文要素。经过教材

研究不难发现，本单元的后两篇文章，《赵州桥》和《一幅名扬

中外的画》在兼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更着力于抵达本单

元的第一条教学目标——学习如何围绕一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

的。按照常理来说，这两篇课文应该是本单元习作教学重要样例。

但是由于学生年龄小和第一次接触传统节日习俗习作的原因，并

不会将“围绕一个意思写”落实到自己的过节过程之中。因此，

我们设计了“传统节日主题下群文阅读”的作业单，学生通过群

文阅读的习得习作方法，助力表达。

儿童是最富有观察力和模仿力的群体，在群文阅读之后，学

生头脑风暴：在老舍《北京的春节》中学习到“按照时间顺序写

清楚过节的过程”；在冰心的《童年的春节》中学习到“一串动

词按照顺序写”；在刘绍棠《本命年的回想》中学习到“围绕一

个意思把一段话写清楚，写清印象深刻的事情”。  

多参加丰富多样的节日活动。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要特别

留意节日活动过程是怎样的，比如对节日里的美食，要留意它的

制作过程，也可以写写其味道是怎样的；活动的时候，要记住各

个环节是什么；还可以留意与节日有关的故事、传说、周围的环

境等。遇到特别有情或有趣的地方，要详细地写，让大家的感情

随着你的描述而波动。写完之后，还要和小组的同学一起交流，

哪个地方写得好；也相互提一提意见，怎样写会写得更好。                        

从“横”的角度设计的探究性作业，帮助学生学习构思和表达，

落实单元语文要素“写一写过节的过程”。并将节日习俗的阅读

视线向四面八方打开，了解到中华传统节日习俗是属于中国人的

独特文化、独家记忆，由炎黄子孙一代代传承，每一个中国人都

应该坚定地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

三、融：亲历实践，承文化之魂

经历了前期综合性学习，学生对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中

秋节等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了满足学生进一步探究的欲望，我们

适时研发出以“跨界学习、立体生长”为主题，以传统文化为媒，

以时间为轴，覆盖学校各年级学科融合的作业。

如：结合本单元学生调查搜集到的中秋节相关资料，我们在

中秋节时，适时设计了以 “中国月亮”为主题的学科融合作业，

在“书月”“赏月”“探月”中将朗读、表达、想象设计、收集

资料融入这一主题之下，引发学生从古代诗词到当今探月工程的

探究，从三个板块引领学生感受家国情怀。

时下多媒体资源丰富，各类 App 也早已深入人心。那么，传

统文化作业是不是可以借力互联网进行传播和展示呢？除了教材

中提到的成果展示方式，教师可尝试让传统文化“动”起来，比

如利用学生的学习成果，制作展示春节美食和写福字祈福的视频，

发到各种网络平台上。运用恰当的宣传方式，可以获得较高的点

击率。学生会发现，利用多媒体传播推广传统文化更快捷，也更

易于引起人们的关注。现代化的表达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

活力，在与听、说、读、写、画等方式的融合过程中传播文化，

水到渠成地实现“文化”的化成之功。

总之，统编教材中的综合性学习内容是学生了解、感知、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帮手。“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语

言文字只在浅层次上漂浮，学生的语文水平难以真正提高。”而

传统文化的学习，阅读并非只是一种认知活动，更是一种体验活动。

虽然教师、学生在课堂中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文本信息，但更应

回到生活中去，立足语文核心素养的作业设计，让学生在关于国

家、社会、家庭、学校的仪式感中，有效地巩固语文学习的内容，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责任感，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认同感、自豪感。

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根，具有永恒的思想魅力。教材中的渗

透更需要教师关注并恰到好处地落实于教学中。教材只是个例子，

而我们面对的是鲜活的学生与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如何用活作

业设计，助推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是语文教师教学探索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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