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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大单元教学实践与思考
吴　波

湖南省岳阳市教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湖南　岳阳 414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小学语文单元教学的现状分析、教学实践举例及实践后的反思，呈现当下统编教材教学中，进行大单元

教学实践的经验，提出了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情境创设、任务设置、内容整合、活动设计等方面的做法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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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全面实施统编教材以来，老师们普遍感觉教材脉络清

晰，目标明确，比原来的教材“好教”，但也意识到，统编教

材对教师的要求提高了不少，要“教好”却不容易。我们对

城区近千名小学语文教师使用统编教材的情况进行调查，发

现了以下问题：

一、语文学科素养落地艰难。

尽管核心素养已经不是新鲜词语，但由于种种原因，对

这一教学理念的实施，有 22.2% 的老师因为不太了解，无法

在教学中操作，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老师，也有 45.87% 的

老师没有在教学实践中体现，开始在教学中通过一定的渠道

进行实施的老师仅占三成，且大都来自城区学校。也就是说，

有近八成的教师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教学理念，穿新鞋走老路

的现象严重。

二、对单元整体教学认知不足。

调查显示，有 81.75% 的老师在教材培训中已经有了单元

整体教学的意识，58.32% 的老师有教材整合意识，但在教学

中能够立足核心素养，整合单元目标、任务、情境与内容进

行思考的老师，仅仅占 25.77%，有 15.91% 的老师还是按以

前的教学模式，一课一课完成教学任务，实施的是碎片化教

学，呈现的是问答式的课堂形态，课堂思维含量少，教学质

量难以保证。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引进“大单元教学”理念，开展

“基于大单元教学设计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实践研究”，

意图通过大单元教学的实践，转变教师的教学思维，优化学

生的学习方式，落实学科素养，提升教学质量。

实践：

钟启泉教授在《单元设计：撬动课堂转型的一个支点》

中提出：“核心素养 - 课程标准 - 单元设计 - 课时计划”——

这是课程发展与教学实践中环环相扣的链环，一线教师必须

基于“核心素养”展开单元设计和创造。这里所提到的单元

设计，是立足学科核心素养，整合目标、任务、情境、内容

和评价的教学单位，是一个完整的学习项目。我们认为，“大

单元教学”是对单元整体教学的进一步提升，是在自然单元

的基础上，提炼出学科单元大概念，依据学情，创设大情境、

大任务和学习活动群，用体验、问题、合作等组织方式，把

教材作为学习资源，为学生设计真实情境下有趣的学习任务，

用活动层层推进，简言之，就是不仅关注学生学什么，还关

注学生怎么学，是以学为中心的课堂生态。

下面以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设计为例，谈谈

我们的实践经验。

一、进行单元文本解读。

本单元的人文主题是：“四时景物皆成趣”，语文要素是

1. 初步体会课文中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2. 学习描写景物

的变化。共编排了 4 篇课文，《古诗三首》（分别是王维的

《山居秋暝》、张继的《枫桥夜泊》、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四季之美》（作者：清少纳言）、《鸟的天堂》（作者：巴金）、

《月迹》（作者：贾平凹），单元习作为《即景》。通读整个单

元后，有这样几个发现：1. 所有的课文都是“大家”之作；

2. 所有的文本中动态和静态的描写都很突出，其中，《古诗

三首》和《鸟的天堂》是动静结合，《四季之美》和《月迹》

中的动态描写更加明显，这是小学阶段第一个涉及学生文学

品鉴能力培养的单元；3. 本单元习作指导重点是景物的动态

描写。

二、创设单元教学情境。

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出发，以游戏思维创设一个完整真实

的学习情境，单元所有的学习将在这个场域下展开，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怎样创设这个单元教学情境呢？根据单元的语文要素及

选文特点，结合五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创设了“探秘名家

笔下的‘动’‘静’之美”的单元学习情境，“探秘”能够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动’‘静’之美”是本单元的学习重

点，在这个真实的情境之下，学生在徜徉文本时，能拉近与

作者的距离，自觉地与作者对话，让作者与作品在学生心中

更加鲜活起来，同时也能够激发他们自觉地了解作家其它作

品的兴趣，更好地发挥教材的“范例”作用。

三、设置单元学习任务群。

潘新和教授说：“教阅读就是教写作，教写作就是对阅读

教学的检验与反馈。”对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因为，阅读，

从来就是过程，要么内化为阅读者的思想和积累，要么转化

为能力，为阅读者的表达服务，所以，将本单元的任务定义

为：阅读文本，体会动态和静态描写的特点，完成描写一处

景物变化的习作。根据这个总任务和教科书的选文，设计了

以下学习任务群：

任务一，初探名家笔下的美景：单元整体感知，了解学

习任务和学习资源。

任务二，探秘古诗词中的“动”“静”之美：学习《古诗

三首》，从诗中景物入手，分辨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

任务三，在对比中发现巴金笔下的“动”“静”之美：学

习《鸟的天堂》，根据课后第二题的要求，在重点语段的描写

中发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在表达上的区别，并积累语言。

任务四，在朗读中发现清少纳言笔下的“动” 之美：学

习《四季之美》，采用反复朗读的方法，抓住关键词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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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体会动态描写的方法。课外观察一处景物的变化，并记录

下来。

任务五，跟着“月迹”探寻贾平凹富有童趣的动态描写：

自主阅读《月迹》，体会作者细腻的感受和富有童趣的生动描

写，进一步体会描写的方法。

任务六，我笔下的“动态”之美：完成单元“习作”，将

前面所学的表达方法用到习作中。

任务七，我最喜欢的“动”“静”之美：延伸到课外，在

老师的推荐下，学生自主寻找文本阅读，并通过分享的方式，

进一步体会动态美和静态美。

通过这样的任务设置，从感知动态、静态描写，到朗读、

比较、体会动态、静态描写，观察身边事物的变化，再到学

生个性化地表达观察到的动态之美。 学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我正在做什么？我是怎么做到的。

四、设计教学活动链。

根据学习任务，将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把《鸟的

天堂》安排在《古诗三首》的学习之后，习作的观察任务提

前布置，将语文园地的训练穿插到相应文本的学习之后，设

计了三个层次的活动。

活动一：整体阅读文本，明确单元学习任务，进入单元

学习情境。这里学生可以根据老师设计的“导学单”自主学

习，完成课文的整体感知，知道“我要学什么”。

活动二：探究名家是如何表现“动”“静”之美的。这里

我用《古诗三首》的第一首《山居秋暝》做例子，从三个方

面来感受，一是抓关键语句体会“动”“静”之美。找到“竹

喧”“莲动”等词语，想象画面，体会景物的动态美。二是用

朗读想象传达“动”“静”之美。古诗首联是静态描写，节奏

舒缓，颔联和颈联是动态描写，使人仿佛与诗人一起，站在

小屋门口，看到晴朗的月光照在松林间，潺潺的泉流泛着银

光在石缝间流淌，听到竹林深处越来越近的浣纱女的欢笑声，

看到归来的渔船下莲叶隐隐绰绰地晃动，水波漾漾，节奏明

快。尾联是抒情，抒发作者喜爱这样的乡村生活，愿意一直

隐居下去的情感，又趋于平缓。动静结合，借景抒情，在文

字上和情绪上都充满了节奏感，与作者的情感交融。三是仿

写练笔表达“动”“静”之美，这里我设计了一个练笔活动，

让学生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

渔舟。”中任选一个画面，用一段话描述出来，进一步感受动

态美。通过“读”“悟”“写”三个层次，让学生从学习到内

化，为习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这个范例的学习，学生也

明白了“我可以怎么学”。

活动三：观察生活，记录变化，个性表达。学完《鸟的

天堂》后，就布置学生课外观察一处景物，并设计观察记录

表，记录景物的变化，为练笔和习作准备素材。

思考与认识：

通过大单元教学理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实践的尝试与研

究，我们认识到：

1. 大单元教学理念与统编版教材编排意图协同一致，符

合新课程理念和课程标准“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要求，

很有价值。

2. 大单元教学是建构一种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备课

和教学思维，更是基于学生学习方式改变的一种学习思维，

需要教师打破常规，勇于突围，在实践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

课程建构能力和课堂引领能力。

3. 大单元教学，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基础，大单元

教学理念和教学框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能生搬

硬套，不能以大单元教学之名，随意打乱教材序列，整合过

多的课外资源，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本文是 2020 年度湖南省十三五规划一般资助课题《基

于大单元教学设计提升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实践研究》

（ND207734）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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