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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块教学理念下的“组与联” 
陈墨 

（大庆市东方学校  黑龙江大庆  163700） 

 

组块教学是基于组块原理，将零散的教学内容整合、设计成有

序的实践板块，引导学生通过选择性学习和自主性建构，从而获得

言语智能的充分发展和语文素养的整体提升。“组块教学”以文本

为载体，将符合学生现有知识水平的语文元素进行高效组块，简单

理解就是是将一节课的教学内容设计成几个清简又丰厚的板块，每

个板块聚焦一个教学目标，围绕目标进行充分学习，可以根据不同

课型设计出不同的板块组合。解决了学生学习过程中因知识点零散

而增加记忆难度和用时过长的问题，在单位时间内聚焦目标、扎实

学习，每堂学生都能轻松又高效的收获，实现了简简单单教语文，

扎扎实实促发展的目标。 

组块教学在进行教学板块设计是将一节课的教学点按照认知

逻辑关系，组合成相应板块，每一个板块聚焦一个教学目标，为了

实现既定目标，一般会在板块内部设置多个教学活动，它们之间相

互关联而又有层次梯度。那么，在实践组块教学中如何做到“少教

多学”，如何做到“提质增效”，如何做到“板块与板块的组建与联

系”，是我在备课时经常面对的问题。 

在整合教学内容时，不是简单、随机叠加文本内容，要关注学

科合理的整合，做到“三不教”即学生已经学会的不教、学生能自

己学会的不教、教了学生暂时不会的也不教。教师需要教的内容是

学生自己通过努力学不会的，在教师的点拨和引导下能够打开思

维、能够学会的内容，这样就会让学生能够学得清晰、透彻、扎实。

所以，学生在课堂上看见的每一节课的学习内容都是在组块教学理

念的引领下，经过教师精挑细选、反复研磨、重新整合成的适合学

生学习的课程内容，这一步也是实现了教学内容的组块化。 

课程内容已经构思好了“块”，块与块之间如何联系，并成为

有层次的整体呢？下面我将结合课例《风娃娃》进行浅谈。 

这篇课文选自统编版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八单元，教学目标是三

个准确认读并积累词语；读懂故事内容，能根据课后提示讲述故事；

明白“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还不行，还要看别人的需要”的道理。

我设计了三个板块的内容，实现了板块之间的勾联及梯度变化。 

板块一是读的活动。字词是阅读的基础，教材中每篇课文都承

担着积累字词的任务。在这一课中我把握了一个落脚点就是“由词

到句”，引导学生依据熟词语联系课文的句子，从词语到句子再到

文本的过程，教学时设计了两个递进式的认读活动： 

活动（一）跟我读。请学生做小老师领读词语。让学生重温关

键词，也为下一部分把词语送回句子做铺垫。 

 

活动（二） 读得好。这个活动承接上一个活动，把上面的词

语填写回句子。这些句子又为下一板块讲述故事搭建设支架。 

 

借助设定的妈妈和宝宝角色，指导学生朗读体会风娃娃做了好

事的心情。（朗读前两句） 

用第三句引出风娃娃同样是使劲吹，却帮了倒忙，读出什么语

气？激发学生思考和探究，风娃娃作用的两面性。以此引出第二个

板块。 

板块二是讲述的活动。根据课后习题中“提示”的三句话：风

娃娃来到田野；来到河边；来到广场。后面发生的三个故事我们该

怎么讲？为了二年级学生提升讲述故事能力，这时应该渗透故事情

节的连贯性。以第二自然段为例。引导学生讲风娃娃帮助大风车的

故事。慢慢梳理出故事结构，学生下一步就能仿照这个思路有条理

地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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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一梳理框架。记住故事的主要内容，需要学生提取故事中

的关键词句，并能形成彼此的联结，成为一个故事地图。如图所示

的这样填空性的提示练习，学生可以有依据的思考，有条理地表达。 

 

台阶二顺利讲述。讲述的基础是记忆，而记忆的基础是思维。

学生讲述故事时，需要一个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化过程。 

 

学生们讲述第二自然段的故事之后，根据课后习题提示可以让

学生续编故事，依照出示的故事结构，练习讲述故事。在这样的反

复练习中，故事讲述也就很流畅了。 

板块三是研讨的活动。 

第二板块是从课文里的故事拓展到文本外的创编故事，第三板

块是从文章到生活、从文本到情感价值观的迁移。  

第二板块中，我们把风娃娃所做好事和坏事各讲述一次，“风

娃娃现在困惑了，他很想帮助别人，但受到责怪之后，不敢去帮忙

了， 我们能不能开导他呢？” 

借助劝慰的三个方法即表扬、批评或建议，仍用梳理框架的方

法，给学生搭建发言的思路。 

 

把训练从课文迁移到生活，借助“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过这样的

困惑，比如我们做了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有的人会感谢你，有的人

会责怪你？”，引导学生理解“（帮助他人时）要懂别人的需要”。  

 

《风娃娃》一课，从第一板块读的活动到第二板块讲述活动，

再到第三板块拓展延伸，在语境创设、任务选择、台阶铺设等方面，

形成梯度，以此实现学生语文能力在言语实践中生成与发展。 

组块教学将文本中值得教又值得学的“精华”筛选出来作为教

学内容的内核，使老师的教学任务高度聚焦而课堂清晰简约，使学

生在最适合、最踏实的语文学习环境中去感悟语言、积累语言、运

用语言、发展语言，从而学生们实现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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