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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合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研究
胡琰驰

（象州县马坪中心校北校区，广西 来宾 545811）

摘要：随着新课改有条不紊地实施，单元教学逐渐得到广大小学语文教师的认可，对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制定针对性听说读写训练，

有利于提升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小学语文教师精准提炼单元教学重难点，制定单元教学方案，明确单元教学主题，

开展针对性阅读教学，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积极开展多元化师生互动，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组织随堂练笔训练，培养学生学以致用

的能力，全面提升小学语文单元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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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师要树立单元整合教学理念，对单元内每一篇课文

进行分析，制定单元教学方案；明确单元教学核心主题，引导学生

有针对性开展学习，围绕核心主题开展阅读教学；注重师生互动，

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导入语文游戏；针对单元主题开展随堂练笔训

练，引导学生当堂消化单元知识点，提升小学生单元学习能力。

一、小学语文单元整合教学现状

（一）单元内部知识衔接不太紧密

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上划分了不同主题单元，分为古

诗文、记叙文、科普文、议论文和诗歌等单元，以便满足不同学

生语文学习需求，进一步丰富了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但是很多语

文教师在教学中却弱化了教材这一特点。例如教师在课文阅读教

学中，更侧重对生字、段落大意、修辞手法等进行讲解，很少对

课文进行分类，也没有把单元内相关课文内容联系起来，导致单

元主题与课文知识“脱轨”，这种教学模式割裂了单元教学主题，

不利于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培养。

（二）单元整合教学核心主题不够突出

核心主题是单元教学的关键要素，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却忽略

了这一点，只是把每篇课文的重点作为单元教学核心主题，或者

是考试重点作为核心主题，导致单元整合教学中心不够突出，影

响了教学效果。例如某一单元内课文都是记叙文，都抒发了亲情、

爱国之情，只不过故事情节和抒情方式不同，情感可以作为本单

元教学主题，但是教师在教学中却忽略了这一主题，只是按部就

班讲解每一篇课文，没有把单元内几篇课文串联起来，学生对单

元学习目标不太清楚，影响了阅读教学效果。

（三）师生缺乏有效互动

单元教学需要师生配合来完成，但是当前小学单元教学中师

生互动明显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学生由于羞涩或害怕，很少主动

提问和追问，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师课堂互动方式比较单一，难

以激发学生互动积极性。例如教师在单元教学中习惯采用听写、

提问的方式进行互动，单一的互动方式会让学生“审美疲劳”，

让学生变得不爱和教师互动，也无法体现出单元教学重点。此外，

很多语文教师忽略了情感互动，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不利于

打造和谐师生关系，这也是影响师生互动质量的关键因素。

二、单元整合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特点

（一）整体性

单元整合教学不单单是把单元知识点简单组合相加，更是对

单元知识点的重新排列组合，教师要注重单元教学整体性，从整

体上把握单元教学方向、目标和过程，引导学生循序渐渐地掌握

单元知识点。首先，语文教师要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每一

个单元主题，分析单元内不同课文之间的联系，明确本单元教学

目标。其次，教师要立足单元主题来制定每一课的教学设计，把

单元主题渗透在每一课教学中，让学生快速了解本单元学习重点，

提升单元教学质量。

（二）连续性

小学语文教师在单元教学中要制定连续性教学目标，一方面

要明确课文之间的联系，根据单元教学进度随时调整教学目标，

另一方面则要坚持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单元教学理念，把每一

课教学目标衔接起来，引导学生对课文知识点进行整合。例如教

师在讲解古诗词单元时，可以根据本单元山水田园诗特点开展教

学，引导学生归纳出山水田园诗特点、代表诗人以及情感主题，

既可以让学生感受古诗词魅力，又可以提升小学生古诗词翻译能

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保证单元教学连续性，帮助学生攻克语

文学习难题。

（三）动态生成

单元整体教学为小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究空间，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课堂互动，鼓励学生主动提问、追求，而不是被动学习，教

师则要根据学生学习状态、学习进度、探究成果等调整单元教学

进度，构建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第一，教师在单元教学中可以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综合实践、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让学生

掌握课堂学习主动权。第二，教师要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让学生

展示自己的单元学习成果，例如课文续写或仿写作文、绘制的单

元思维导图和书法作品等，让语文课堂真正“动”起来，提升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

三、单元整合视角下小学语文教学策略

（一）提前做好单元教学整体规划

小学语文教师要对教材进行深度解读，围绕单元主题制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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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划，明确单元内每篇课文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在单元整合

教学中温故知新。例如教师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

一单元时，要对本单元《白鹭》《落花生》《桂花雨》和《珍珠鸟》

四篇课文来制定单元教学整体规划，本单元都是描写大自然的佳

作，以白鹭鸟、桂花、花生和珍珠鸟作为描写对象，采用借景抒

情的方式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因此，单元整合教学也要遵循这一

特点。教师可以精心制作微课，把四篇课文串联起来，为学生呈

现大自然美丽景色，以及人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培养

学生热爱大自然、爱护小动物，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例如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把每一篇课文运用的写作手法提炼出来，并摘抄相

关好词好句，例如郭沫若先生运用比喻、拟人的手法来描写白鹭，

刻画了白鹭精巧的身段、独特的颜色、觅食、飞行和栖息时的姿态，

表现了对白鹭的喜爱。《落花生》是一篇借物喻人的写景记叙文，

作者描写了花生播种、浇水、施肥、开花、结果的过程，借助父

子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做人要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人生哲理。

学生可以对这两篇课文来学习后面两篇课文，既可以促进学生思

维发育，还可以提升学生自主阅读能力。

（二）精准提炼单元教学核心主题

教师在备课环节要精准提炼单元教学核心主题，明确本单元

每一个教学模块，帮助小学生明确本单元教学重点。首先，语文

教师在单元整合教学时，要对本单元主题进行讲解，例如在教授

部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时，要明确本单元民间神话

故事核心主题开展教学，为学生介绍《猎人海力布》和《牛郎织女》

故事梗概。其次，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让学生体

会民间故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离奇的情节，

激发学生阅读民间故事的兴趣。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缩写民

间故事，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讲一讲这两个民间故事，有的学生这

样讲述：海力布是一位乐于助人的猎人，他救下了龙王的小女儿，

龙王为了感谢海力布送给他一块宝石，这块宝石可以让海力布听

懂动物的对话。海力布无意中听到小鸟们谈论山里即将要发洪水，

为了劝说乡亲们搬离村庄，躲避洪水，海力布把听到的消息告诉

了乡亲们，自己却化成了一块石头。牛郎织女则是我国家喻户晓

的爱情故事，牛郎具有勤劳、善良、正直的美德，织女则是善良、

坚强、知恩图报的化身，赞美了古代人民渴望自由、勤劳朴实、

正直善良的美德。这样的单元整合教学模式更能激发学生语文学

习兴趣，让学生真正掌握民间故事阅读技巧，提升单元教学质量。

（三）开展多元化师生课堂互动

小学生好奇心比较重，语文教师要组织多种形式的互动，例

如围绕单元教学主题设计语文游戏、小组合作学习和师生互问互

答等互动环节，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让学生在语文课上畅所欲言。

例如教师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时，可以围

绕“家国情怀”开展单元教学，顺着这条感情线来设计课堂互动

环节。首先，教师可以制作生字卡片、拼音卡片，精心设计生字

拼图游戏，让学生为拼出正确的生字，并为生字注音，利用这种

趣味生字拼图游戏来激发学生汉字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生字的

记忆，也可以鼓励学生自主制作汉字卡片，同桌之间进行汉字拼

图比拼，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本单元生字。其次，教师可以准备古

诗词吟诵比赛，让学生运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声情并茂地诵读爱

国主义诗篇，例如让学生诵读《示儿》和《少年中国说》，在古

诗词诵读中接受爱国主义熏陶。教师和学生进行互问互答，例如

古诗词对诗互动，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轮流和老师进行对诗，

丰富古诗词背诵教学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互动中，提升

单元整合教学质量。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笔环节

读写结合是单元整合教学的“重头戏”，语文教师要积极开

展随堂练笔训练，先带领学生整体感知单元内几篇课文，再进行

课文精读教学，讲解每篇课文的语言艺术和情感色彩，凸显单元

小学主题，开展“练笔悟文”训练，提升小学生读写结合能力。

教师在教授部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时，可以先带领

学生通读本单元课文，让他们领悟本单元“服父母之爱”情感主

题，启发学生对父母之爱的思考，激发学生写作灵感。《慈母情深》

讲述了母亲省吃俭用为孩子买课外书，鼓励孩子学习，展现母亲

对孩子无私的爱；《父爱之舟》则是讲述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和父

亲之间的故事，父亲支持“我”学画，陪伴我外出求学，歌颂了

不善言辞、默默奉献的父爱。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想自己和父亲

的相处，描写自己和父亲相处的温馨画面，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

父亲，有的学生这样描写父亲：我印象中父亲总是步履匆匆，吃

饭狼吞虎咽、喝水咕咚咕咚，好像一切都是按下了加速键，他总

是在我睡着后才下班回家，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爸爸留在枕头边

的一块奶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随堂练

笔可以促进单元阅读和写作教学的深度融入，让学生把单元学习

成果转化为佳作，提升学生写作能力，发挥出语文教学的德育价值。

四、结语

单元教学打破了传统“一课一教”模式，转而对同一单元内

的所有课文进行分析，找到这些课文之间的契合点和不同点，更

好地整合教材单元素材。教师要对单元主题进行分析，引导学生

有针对性进行阅读，制定人性化单元整合教学方案，自主编创语

文游戏，增进师生、生生互动，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积极性，让学

生沉浸在单元学习快乐中，提升小学语文单元整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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