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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
任务群的基本内涵

语 言 文 字 是 语 文 教 学 的 起
点。语言文字的积累与梳理是进
行语文教学活动的前提和保证，
没有“语言文字的积累与梳理”这
一学习任务群作为基础，就不能
开展其他发展型学习任务群和拓
展型学习任务群的主题学习和教
学活动。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
任务群的价值取向。凸显语文课
程性质。“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
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
实践活动中积累语言材料和语言
经验，形成良好语感，体会语言文
字的规律和特点，并掌握语言文
字运用规范，感受汉字的丰富内
涵，夯实语文学习根基。在该学
习任务群中，通过“积累—梳理—
运用”这一闭环的练习，使枯燥乏
味的语言文字知识变成了灵活多
样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丰富的
语言材料和语言经验，让学生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语言材料
和语言经验，提升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奠定语文学科学习基础，提
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通过落实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任务
群，能有效引导学生热爱汉字和
中华优秀文化，形成正确、规范运
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从而
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
任务群的教学策略

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
趣。例如，统编教材二年级下册

《中国美食》教学中，如果只是单
纯让学生进行认读和积累生字及
菜名，这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件乏
味的“苦差事”。在“语言文字积
累与梳理”学习任务群视角下，我
们可以设立“舌尖上的美食”学习
主题，创设班级“美食大会”的学
习情境，整合学习内容，分解学习
任务，将本课的内容划分为“识美
食 、做 美 食 、尝 美 食 ”三 个 子 任
务。任务一“识美食”，将学习内
容和学生生活进行链接，鼓励学
生认识生活中的食材，认读和积
累教材上的字词；任务二“做美
食”，教师提供烹饪视频，让学生
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亲子合作的形式让学生近距离
感受中国美食不是教材上冰冷的
方块字，而是实实在在就在我们
身边，语文学习和实际生活是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任务三“尝美
食”，品尝美食，再次回顾菜名，结
合语文园地中“甜津津”等关于口
感和味道的 ABB 式词语，引导学

生在体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积
累，并且鼓励学生给予评价，评出

“小小美食家”“小小品鉴家”等称
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注重循序渐进，培养积累习
惯。2022 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强调
要引导学生形成主动积累和梳理
的意识，掌握语言积累和梳理的
方法，提倡多读巧记、循序渐进，
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多求快，注
重积累、梳理和运用的灵活转化，
以求学以致用。对于学生来说，
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积累是需要
方法指导的，积累的习惯也需要
进行培养。在识字和写字教学
中，要创设真实多样的学习情境，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充分发挥
学生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采
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教学手
段，在起始阶段注重基本笔画部
首和基本字的学习，多认少写，充
分利用基本字构形简单、使用率
高、组字构词能力强的特点，打好
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识

字写字训练，做到举一反三，稳步
求进。

聚焦理性梳理，领悟运用规
律。2022 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对学
生的识字写字和 优 秀 诗 文 背 诵
的 数 量 都 有 明 确 的 要 求 ，不 加
梳理的积累只会增加学生的识
记 负 担 ，是 一 种 毫 无 意 义 的 把
语言文字材料进行机械式堆砌
的行为。梳理是学生不断积累
过 程 中 的 必 然 选 择 和 要 求 ，通
过梳理让学生对已经积累的语
言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类，
帮助学生了解和体会语言文字
运 用 的 规 律 ，从 而 实 现 积 累 和
梳 理 的 有 机 融 合 和 相 互 渗 透 。
并且这种梳理在新课程标准中
也 呈 现 出 一 种 螺 旋 向 上 的 结
构，如汉字的梳理过程，表现为

“分类整理汉字—梳理常用汉字
形、音、义之间的联系—按照汉
字字形结构等规律梳理汉字”。
而 在 诵读方面，表现为“诵读记
录，养成习惯—诵读积累，分类整
理—分主题梳理，读写运用”。这
些都体现了新课标对学生在不同
学段进行梳理的具体要求。

总之，“语 言 文 字 积 累 与 梳
理 ”学 习 任 务 群 承 载 着 夯 实 学
生语文 学习基础和培养学生语
文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的 任 务 ，广 大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真实的学习
情境中，在典型的语文实践活动
里，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感
受汉字的丰富内涵和中华文化的
无限魅力，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
华 文 化 ，提
升自身的文
化修养。

““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任务群学习任务群
教学策略教学策略

□周 婕

为何设计基于素养的教学问题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
说过：“人们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
数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那么
数学怎么会是一门思维学科呢？”
数学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还原
数学发展的过程，全部数学发展的
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数
学课堂教学离不开问题。好的数
学问题能紧紧联系学生生活经验，
直指学习目标，驱动学生主动学习
探究，使学生经历完整的思维发展
过程，从而使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
培育。

素养视角下问题的应有特征

素养视角下的课堂问题应给
学生留出充足的思考空间，避免对
学习内容简单再现，给学生留出自
主加工学习内容的余地，力求提升
学生的思维力。通过实践研究，笔
者认为能够发展学生素养的问题
应具备以下特征：有统领的整体
性。人脑学习时，若能整体辨识要
学习的内容，更容易触及问题本
质。有发散的选择性。发散性思
维是创造性思维，是形成创新意识
的关键。当前小学数学计算教学
中往往追求技能训练，对问题的发
散性关注不够，教学中应该注重设

计“一题多选”“一题多变”“一题多
解”等形式的问题，彰显运算能力
的思维价值、培养高阶思维。这样
开放的问题能促使学生的思维变
得开阔、推理意识得到发展。有深
刻的批判性。运算即推理。运算
能力的培养，不能仅停留在“又准
又快”“步骤清晰”等技能层面，要
重视引发学生观察、发现、探究、反
思、质疑等批判性思维。通过设置
分析评价的批判性问题，帮助学生
判断是非和正误，有效发展学生批
判质疑的精神。

素养视角下问题设计的策略

指向核心素养设计问题的关
键在于准确把握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及小学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内涵，明确11个核心概念的主要表

现，具体设计时可遵循以下策略。
素养引领，用好教材，提高问

题针对性。新的课程标准已经颁
布，新教材还在赶来的路上。要用
旧教材体现新理念，需要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制订教学目标，深入
分析所学内容，建立具体内容与核
心素养主要表现的关联，聚焦素养
提出问题。比如，数感是新课标明
确提出的数学基本素养之一，估算
教学是发展数感的有利载体。在
学习小数混合运算后可以设置问
题 ：李阿姨带了 100 元去商店购
物，她买了两袋面，每袋 30.4 元，又
买了一块牛肉，用了 19.4 元，她还
想买一条鱼，大一些的每条 25.2
元，小一些的每条 15.8 元。请帮助
李阿姨估算一下，她带的钱够不够
买小鱼，能不能买大鱼？“能不能”

“够不够”关键词的引入，可以直指
估算意识本质，有效发展数感和推
理意识。因此，心中有素养意识，
透彻理解素养内涵，融会贯通教
材，围绕素养点设问，是设计聚焦
核心素养教学问题的策略之一。

分析学生，面向全体，提高问
题差异性。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
学习背景，全面了解学生的知识基
础、接受能力、思维习惯，将教学内
容和学生已有知识、经验之间的矛
盾作为问题设计的宝贵资源，面向
全体学生设计满足不同探究需求
的差异化问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劣构问题，激励创新，提高问
题灵活性。高阶思维具有不规则
性、复杂性，能够形成多样化的问
题解决方法。它往往在不规则、多

变、复杂的环境中孕育产生。让学
生长期处于解决劣构问题环境，能
很好地将学习与现实有机联系起
来，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
识。例如：用 1，2，3，4，5 几个数字
组成一个两位小数和一个三位小
数，使得它们的乘积最大。这样的
问题灵活性极大，需要学生不断深
入思考、合作探究、尝试猜测，在有
序思考、整数乘法、小数乘法、估算
等“四基”的基础上，创造性解决问
题。与此同时，理性思维、勇于探
究、勤于反思等核心素养也能得到
很好发展。

实践表明，了解基于素养的教
学问题意义，明晰基于素养的教学
问题特征，重视聚焦素养的问题设
计策略，一定能在课堂教学中设计
出优质而高效的问题。

西安市浐灞第二小学劳动教
育以生产劳动为主体，以二十四
节气为线索和主题，用古人开创
二十四节气的智慧，指导学生学
会劳动、热爱劳动、享受劳动、传
承劳动，进而感受古代劳动人民
的劳动智慧，带领学生在认识、初
探、实践、反思中提升劳动品质。

学校根据四季更替变化，从
“探春、嬉夏、品秋、暖冬”四个方
面 开 展 二 十 四 节 气 劳 动 教 育 。
设置“源践生活”“源知农事”“源
解食物”“源觅习俗”“源探职业”
五大课程板块。根据不同年龄
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子课
程的开发。通过生活、生产、服
务性劳动，引导学生动手实践，
亲 历 劳 动 过 程 ，感 受 劳 动 的 快
乐。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创新学
习方式、学习内容，发挥劳动教
育的育人功能。

二十四节气与学科融合式学习

通过“二十四节气”课程与学
科的融合，让学科教学从“第一课
堂”延展到“第二、第三课堂”，强
化了学科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
形成了“道法课+家乡特产采风”

“语文课+田园实践写作”“科学
课+自然奥秘探究”“体育课+时
令健康保健”“美术课+节气文创
手绘”等学科融合学习，实现了劳
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的深度融合。

本 学 期，在学校布置的“双
减”劳动实践作业中，“节气小精
灵”——“立冬小水滴”的形象设
计就出自“美术课+节气文创手
绘”的作业，学生的灵感来自于霜
降节气，山楂成熟时，父母带她摘
山楂并尝试着制作成冰糖葫芦的
劳动体验。

二十四节气与主题探究式学习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劳动能力
的培养。各年级根据学生特点，
结合节气，确定主题活动项目，在
课后服务时间，按主题开展劳动
实践活动。比如，在清明节，开展

“植物伴成长”实践活动，低年级
的主题是班级绿植的栽培和养
护；中年级的主题是校园花木的
认领与名牌制作；高年级的主题
是河韵农场的蔬菜种植。学生在
劳动过程中，不仅增长了知识，更
重要的是学会了观察与合作，体

会到生命的意义，形成初步的劳
动责任意识。

二十四节气与课题研究式学习

大寒节气，中年级学生在校医
的指导下，学习制作药物香囊。学
生准备了藿香、艾叶、薄荷、丁香、白
芷等，进而把它们研磨成粉，装入缝
制的香袋。在这个主题学习项目
中，学生们自发组成研究小组，研究
每一味中药材的药效，并熬制药膳
汤。一个个小小的香包，一杯杯香
醇的药膳汤，散发着自然的味道，驰
名二小校园的“小郎中”也由此诞
生，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对中药
文化的感悟更深。

二十四节气与社会公益性学习

秋分时节，大家最期待的收获
节到了，各班学生行动起来，通过
合作完成采摘、制作、销售、理财等
工作，将义卖收入存入基金，并用
于公益爱心捐助。在此过程中，学
生不仅感受到劳动的价值感、成就
感，也体会到温暖他人、照亮自己
的无私奉献精神，形成了充满正能
量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二十四节气与家校协同学习

劳动教育要落地生根，还需
家校协同跟进，家长应成为劳动
教 育 的 指 导 者 、参 与 者 和 同 行
者。进入小寒，高年级学生在家
长的指导下，开展“腌菜比赛”，学
习腌制各种泡菜，并举行“腌菜品
尝会”。学校每年利用端午节举
行亲子包粽子比赛活动；冬至组
织家委进校园包饺子活动，让爸
爸妈妈在劳动中教会孩子技能。
我校劳动教师根据节气特点和家
乡习俗，用微课的形式指导学生
在家长的帮助下做美食，并专门
为学生开辟了一方小天地，进行
美食小达人的分享。这样一系列
的家校携手劳动唤醒了学生自
主、自立、自我服务的意识，增强
他们的自豪感，提升他们幸福生
活的能力。

学校“二十四节气”劳动课程是
应节而生、因气而动、顺势而教、随
时而评的生命历程，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只有赋予它更
多的时代特色，才能激发和培养学
生们对劳动的热爱，为社会主义培
养更多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让劳动课程更有让劳动课程更有““中国味中国味””
——“二十四节气”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黄 蓓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指出，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按照内容
整合程度的不同，分别设置了三个层面六个类型的学习任务
群，并将构建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教学理念，强调了语
文课程的系统性和实践性，为落实减负提质提供保证。“语
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任务群作为首个学习任务群和唯一
一个基础型学习任务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针对此学
习任务群的研究较少，科学、恰当地理解“语言文字积累与
梳理”任务群的基本内涵并有效开展教学实践对提升学生的
核心素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课标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新理念

聚焦核心素养的教学问题设计
——以“数与代数”领域“数的运算”板块为例

□韩 晓

我们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现，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
学能有效落实教学目标，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但是在日常
教学实践中，教师提问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以下三方面问
题：脱离学习目标、思考深度不够、提问形式无效。这样的
问题内容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我们应该怎样认识
教学问题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提出怎样的问题才能有
效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笔者结合第二学段“数
与代数”领域下“数的运算”板块从三方面说明。

革命文化教育是道德与法治课
程的重要教学内容，学革命文化、
知革命内涵、立革命信念、做革命
传人，这是时代赋予新青年的责
任，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在“三个课
堂”中融入革命文化教育。

陕西行动陕西行动
课堂革命课堂革命

“第一课堂”
——知晓革命文化内涵

全景式展示革命文化，知革
命文化历程。做到这一点用好统
编教材是关键。统编教材体现国
家意志，将革命文化渗透于整个
初中阶段，教学资源丰富。教学
中我们要依据新课标，梳理三年
六册教材中革命文化的教学内
容，全面清晰展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程。利用

“第一课堂”讲革命故事，以单元
主题的形式开展革命文化教学活
动：如围绕“梦想、友情、青春、责
任、奋斗、我与集体、我与社会、我
与国家”等主题，先讲好教材中的
革命故事，再适时挖掘教材外的
革命事迹，如此循序渐进、螺旋上
升，给学生心底埋下革命的种子，
让红色成为青春底色。

全角度设置深度问题，明革
命文化内涵。课堂教学中，要通
过讲革命故事，领悟革命精神，
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这就需
要教师在讲故事的同时，设置深
度问题让学生思悟革命人物的
革命品格，革命故事里的革命精
神。如九年级上册《凝聚价值追
求》教 学 中 ，要 用 好“ 探 究 与 分
享”栏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
式讲好中华民族复兴路上先行
者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全角度设
置问题驱动学生思维，领会革命
精神实质。可依次设问：榜样人
物 身 上 有 什 么 样 的 精 神 力 量 ？
他 们 有 哪 些 共 同 的 精 神 品 质 ？
回望历史，谈谈这些人物的精神
品质诞生的力量。革命故事有
内容,革命精神有内涵,革命文化
教育才能落地生根。

“第二课堂”
——情动革命人物品格

首先要全主题讲 述 革 命 故
事，体会崇高革命精神。在“第
二课堂”开展革命文化教育要按
计划推进，形成“第二课堂”革命
文化教育体系。可依据教材内
容按主题分年级有步骤开展活
动。如三个年级同步开展“那时
他们的______”系列主题革命教
育活动。在七年级开展“那时他
们的梦想”“那时他们的友情”“那
时他们的青春”“那时他们的爱国
情”；在八年级开展“那时他们的
选择”“那时他们的担当”；在九年
级开展“那时他们的奋斗”“那时
他们的追求”“那时他们的使命”
等。全主题、全内容、全教育，让
学生沉浸在“第二课堂”的革命主
题教育活动中，全感官参与、全身

心投入、全思维思考，听革命故
事、讲革命故事、思革命故事、悟
革命精神。

“第三课堂”
——意会革命精神伟大

全过程对话，领悟革命精神
伟大。观革命遗存，与革命遗存
对话。要认真观看革命遗存全貌
及对其的阐释与描述，深入挖掘
历史遗存背后的激情革命岁月，
要感动于英雄身上蕴含着的革命
气质，要睹物如睹人，与革命英雄
真情对话，激发传承伟大革命精
神的使命感。在革命历史进程中
全过程对话，领悟伟大革命精神，
树立崇高革命信念。

全视域思考，体悟革命信念
坚定。在看历史展览、观革命遗
存时，思考是什么铸就了一代又
一 代 共 产 党 人 钢 铁 般 的 意 志 ？
是什么让革命前辈能舍弃一切
坚守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与
历史、与英雄的对话中，思索体
悟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实质，
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
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

新时代革命正向前，革命精
神代代传，革命新人初长成。充
分发挥“三个课堂”的联动作用，
形成革命文化全体验、全沉浸、
全链条：知晓革命内涵—情动革
命人物—意会革命精神—勇做
革命传人，知情意行、循序渐进，
知行合一最终形成。体验“三个
课堂”，传承革命文化，每位道德
与法治教师都应走在探究与实
践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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