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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春天：寻找洒满人间的春意
——以部编版语文教材二下第一单元为例

黄　菲
（常州市博爱小学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　要】大单元的教学强调的是利用文本所提供的他人的经验来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经验，建立学习内容和学生相

关经验之间的联系，通过真实情境把文本与儿童的实际生活搭起桥来，链接起来。语文元素的大单元教学是要引导语文教

学的改变，灌输与训练的方法不符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而深度学习则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使语文

真正成为情境中的学习。 

【关键词】大单元；真实情境；美好春天

1 勾连生活，在真实情境中感受春意

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编排了《古诗二首》《找

春天》《开满鲜花的小路》《邓小平爷爷植树》四篇课文。

一年之计始于春，开学之际正是立春之后，“万物萌新早春

至，美好破晓纷自来”，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季里，儿童的生

活体验、文本的语言表达都是那么的美妙。而第一单元这四

篇课文有效联结学生和文本，打通儿童的学习与日常生活的

勾连，展现了春天里的美景和人们的活动，尽显春天的美好，

唤起儿童对春天的喜欢和赞美之情。因此，将本单元的主题

确定为“美好的春天”。

立足儿童视角，孩子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惑：春天在

哪里？春天在公园里，在校园里，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生活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低年段的儿童更需要

老师引导着去观察生活，去寻找春天的美。而本单元课文都

在引领学生跟随语文书本追寻春天的足迹，学生在校园、田

野、公园里寻找春天，播下种子，种植树木。学生带着现实

体验走进课文，在朗读中想象画面，体会春天的生机勃勃，

感受属于低年段儿童的天真快乐，因此，形成本单元的核心

任务“找春天——寻找洒满人间的春意”，展开真实情境下

的大单元的教学活动。

大单元与传统单元教学相比很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真实的

情境，真实情境的创设是有效激发学生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

春回大地，小草、春风、麦苗，都是儿童在当下二、三月份

中能够感受到的日常景物。为了落实单元设计，确定每一文

本的具体功能，进而设定任务，组织学习活动，基于美好春

天的大情境，将本单元学习内容统整在 “五项学习任务，

十二个学习活动”中。这五个任务将课堂和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对春天的真实体验集成在一起，学生在读读、找找、说说、

画画等活动中感受春天的美好与生机，并且能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表达对春天的喜爱。为了发挥语文的育人价值，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本单元拟定了以下这

3 个有维度教学目标：1. 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注意语气

和重音；能用恰当的语气与别人交流。2.朗读本单元的课文，

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诗句描述的春天美景；说出课文中孩子们

找到的春天是什么样的；说出邓爷爷植树的情景；了解笋芽

儿的生长过程。3. 感受春天的美好，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表达对春天的喜爱。其中“朗读课文，注意语气和重音”是

本单元的教学重点。

2 设立任务，在主题活动中衍生情感

任务一  诵读春风杨柳

风和日暖天渐长，柳色黄浅麦苗新。为了让孩子们感受

春天的诗情画意，确定第一个任务为“诵读春风杨柳”。此

任务中设计了“诗情画意我会读”“春风杨柳我会赏”两个

活动。

活动一：诗情画意我会读

探寻诗情画意时，教师相机出示音频图片，将学生置身

于“草长莺飞”“醉春烟”“拂堤杨柳”的情境中，在情境

中诵读，在诵读中感受春之美。接着让学生思考高鼎和贺知章

又是怎么表达对春天的赞美的？根据诗句的意思自己简单画一

画。这一活动的设计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喜闻乐见的画画形式来

了解诗句的意思，用自己的语言将诗意教完整地表述出来。这

个时候学生从文本里不仅获得了表达的方式，还让学生切身感

受到，原来从古至今春天都为文人墨客所赞美和吟诵。

活动二：春风杨柳我会赏

这个环节主要通过了解《村居》《咏柳》两首诗的相同

点与不同点理解古诗的内容，基于二年级学生的学情分析，

识字、写字仍为重点达成目标，所以在这个活动中引导学生

观察本课8个生字字形，按照左右、上下、半包围结构分类，

从而逐步引导学生把握生字书写的要领。

任务二  读读儿童故事

本单元的快乐读书吧是读读儿童故事，安排了“儿童故

事我会读”“儿童故事我会讲”两个活动，让学生通过观察

封面、插图、目录初步感知文本内容。

活动一：儿童故事我会读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读一读有关春天的童话故事或者书

籍，如：《土拨鼠的春天》、《春天的故事》等，在阅读过

程中，引导学生把喜欢的人物圈出来，把印象深刻的事情和

句段用横线标注出来，和同桌说说自己的感受，做一做读书

卡，小报，准备朗读表演等等。

活动二：儿童故事我会讲

在活动一指导的基础上，给学生一定的阅读时间，可以

在一周后或两周后开展活动二“儿童故事我会讲”，让学生

介绍一下自己是如何读这几本春天的故事的，巩固看封面、

读目录、提问题等阅读方法。通过介绍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和

故事，让学生分享阅读的收获和体会，准备开展“春姑娘我

来夸”演讲活动。

任务三　找哇找哇找春天

为了引导学生联系生活，踏上寻春路程，并展开丰富的

想象，体验投身到大自然怀抱中去的情趣，确定任务三为“找

哇找哇找春天”。这个任务中把“我爱阅读”中《笋芽儿》

这篇文章提到前面与《找春天》这篇课文一起教学，一方面

是因为这两篇课文都是写春天景色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把阅



203

2021 年 8 月  第 3 卷  第 8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课程研究

读方法进行迁移运用。

活动一：田野里找春天

在用“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古诗导入后，

学生带着生活体验走进文本。在生字的教学中，教师出示两

组精心设计的词串，重点引导学生发现两组词的不同特点。

在诵读读课文的时候，指导 1-2 自然段的朗读时，教师

引导学生抓住“冲出”“奔向”等关键词，让学生带着急切

与激动的语调读好句子。在引导学生找找春天在哪儿的时候，

重点指导学生读好重音、轻音、问号。比如在读 “小草从

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这句话时，“探出”

要读得重一些，表现出小草青浅、稀疏的样子，给人以美好

亲切的感受。此处教学有扶有放，也融合了单元教学重点——

朗读课文，注意语气和重音。 

为了发挥语文育人价值，教师应以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

由文本联想到生活。比如，在《笋芽儿》的教学中，教师可

以抛出问题：从笋芽儿的生长过程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启

发学生由竹子的成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有了春雨的滋润、

阳光的温暖，笋芽儿才能长大，而学生自己也正是受到老师

和亲人的教育和爱护才能茁长成长。同时，也要学习笋芽儿

顽强的意志，有破土而出的勇气。

活动二：公园里找春天

此活动是将语文园地一的教学内容调整编排进来，教学

时以常见的公园为场景，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体会与感

受。通过公园游览图进行识字的教学，在教学中通过活动化

的形式展开，在读准字音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景区”和“服

务”两种性质分分类，再按一定的游览顺序介绍每个处所。

活动三：我眼中的春天

这个活动依据课后习题中按课文练说的要求，语文园地

的字词句运用转化而来，指向学生自身发现春天，仿说春天

的高阶任务，为了完成习题训练点，需要在积累语言的基础

上，让学生能够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写一写自己眼中

的春天。在写一写环节中，引导学生能够恰当运用习得的字

词、修辞、表达方式，让自己的语言更丰满形象。

任务四　种下来年的春天

真实任务下的大单元教学让学生始终沉浸在真实情境之

中，他们在这个初春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温暖的情感，

体验着春天生生不息，幸福就在身边的魅力，为了延续春天

在孩子心目中的美妙，确定第四个任务是“种下来年的春天”。

活动一：美好的礼物

在一探礼物究竟时，教师引导学生分角色朗读童话故事

《开满鲜花的小路》，引导学生按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

梳理故事的内容，并能想象人物的语言和表情讲好这个故事。

抓住松鼠太太“这是多么美好的礼物啊”这句话引导学生体

会，说说生活中还有哪些是美好的礼物，将学生带入童话里

的春天，在回忆的过程中真正实现了与礼物的邂逅。

活动二：美丽的风景

在上这个单元课文之时，3月 12日的植树节即将到来。

所以教师可以适时教学《邓小平爷爷植树》一课，结合插图

展现 83 岁高龄的邓小平爷爷在北京天坛公园亲手栽种柏树

的情景，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不仅要能体会邓小平爷爷

的精神饱满、不顾劳累、认真专注等精神品质，还要感受到

伟人对美好未来、祖国花朵寄寓着殷切的希望，在充满温馨

的氛围中，孩子们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任务五　说出春天的语气

把口语交际的内容设计在“说出春天的语气”这个情境

与任务中，目的是把本次口语交际的要求与春天的特点联系

起来，通过设计“角色体验感受语气”“模拟交际体会语气”“走

进生活运用语气”这三个活动，由教师带领学生去常州红梅

公园寻找春天，在生动的真实情境中开展口语交际开展口语

交际的教学。

活动一：角色体验感受语气

教学伊始，教师在大屏幕上出示了一张常州红梅公园的

地图，让学生一起去红梅公园里找春天！相机启发学生思考：

你觉得春天的语气是怎样的？学生自由交流出“春天的语气

是和蔼可亲的”“春天的语气是轻柔的”“春天的语气是让

人舒服的……” 

活动二：模拟交际体会语气

给学生创设一个情境：游览完红梅公园后要乘坐公交回

家。这里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让他们试着用适当的

语气和公交车上的长辈沟通，如：“阿姨，我快到站了，请

让我一下。”学生在情境中自然地加上“您、请”等礼貌用

语，还有“好吗、行吗、可以吗？”等商量的语气。

活动三：走进生活运用语气

此活动是对本次口语交际内容的迁移与运用，运用口语

交际课学习的内容来指导学生的生活。比一比，谁的语气能

带给大家如沐春风的感觉！教师可以相机出示几幅场景图，

如：小朋友们之间在沟通的图片，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模

拟展示。在两个小朋友有误会时，过错小朋友应主动道歉

“对不起，我把你的书碰到了地上，我帮你捡起来擦一擦。” 

教师相机小结要点：请求他人的原谅时，语气要真诚，还要

耐心地说明理由。

3 改变方式，在多元评价中提升素养

评价是单元教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包含过程性评价和

形成性评价，结合教师评价、生生互评、学生自评等多种形

式。只有做到教、学、评一致，才能让“学生的学”成为中

心。基于此，我们为学生设计了连接教材和生活的语文情境。

1. 策划汉字王国活动。可以设置几组不同类别的有关

春天的生字，并利用小组打星、闯关乐园等方式进行评价，

过关后有通关印章。每一站的过关都结合孩子过程中的评选

进行判定，通关者被评为“春日小明星”，这是既有意义又

是综合性的能力检测。

2. 举行词语接力赛活动。教师组织学生四人为一个组

参与竞赛，组成一个小队，如“春草队”“杨柳队”“嫩芽

队”。在词语接力的过程比一比哪个团队认的多，读的准，

配合妙。最后评出“最暖春风奖”“最佳暖阳奖”。这样的

评价方式，不仅增强他们的团队荣誉感，还激发学生对春天

的热爱之情。

3．设计古诗、美文阅读比赛。教师在执行任务三的“我

眼中的春天”这个活动时，引导学生用自己喜爱的方式诵读

春天的文章或者古诗，在读正确、读流利的基础上，注意语

气和重音。教师和学生一起投票，得票最高者活动“小小朗

读家”的光荣称号。

通过策划汉字王国、词语接力、美文阅读等适合二年

级儿童等综合性语文学习活动，让学生在充分的言语实践

中掌握字词读音，提高朗读水平，再次激发学生对春天的

赞颂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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