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任务驱动：从“教会学会”走向“自

主建构”

就课堂教学而言，教师的教学行为对学生的学习

行为具有驱动性。从驱动的角度来考察当下的小学语

文课堂，会发现“问题驱动”这一教学模式在课堂教

学中占据重要地位。“问题驱动”与传统的“知识驱动”

教学模式相比，具有一定的探究性，但能给予学生的

语文实践活动机会不多，不利于学生自主建构。从“提

问驱动”走向“任务驱动”顺应新课改的要求，将教

师的提问转变成任务，重构教学课堂，从教师“如何

教”走向学生“如何学”，学生的语文素养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笔者曾观摩一位教师讲授《牛和鹅》一课，他本

着任务群的理念，这样设计教学（删减文章品读层面，

保留“批注”任务主线）—

设计理念：任务驱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主任务：学习用批注的方法阅读。

分任务一：请大家自由阅读课文中的批注，思考

这些批注在格式上有什么特点？（请回答正确的学生

将关键词贴在黑板上）。

分任务二：内容上又有什么特点呢？（结合第一

条批注）（口头表扬）。

分任务三：分组讨论—除了可以提出自己的疑

问，批注还能做些什么呢？（结合第二条批注）（请深

入思考的小组代表上台分享）。

分任务四：请同学们默读第三自然段，边读边圈

画出表现作者对牛态度的词语，边读边在边上写批注。

（展示优秀批注）。

分任务五：总结。

课后作业：结合批注，有感情地读第六自然段；品

读课文，运用今天学到的批注方法阅读，下节课再来

交流。

( 一 ) 任务设计的全局观

《牛和鹅》是统编版教材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

一篇课文，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学习批注阅读方法，

单元导语明确提出“学习用批注的方法阅读”。教师统

观整个单元，巧妙设计操作性任务，让学生在自主学

习与合作探究中逐步掌握批注阅读的方法。

与传统教材相比，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新增每个

单元的“语文要素”，要求教师能“瞻前顾后”，课堂

教学设计体现多元性、层次性、迁移性、发展性。由

此可见，当下语文教学已迫切需要教师对相对零散、

单一的课堂问题进行升级。当教师具备全局观，能找

出统领整节课或者一个单元的大问题时，便具备了将

问题升级成任务的基本技能。

( 二 ) 任务过程的链锁化

在日常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行为是由很多反应组

成的复杂行为，这些行为都是按照特定顺序发生的，

笔者将这种由许多环节组成的行为叫作学习行为链。

解放“场域”中的“被统治者”
—小学语文课堂情境教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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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务驱动下，学生的一系列自发学习行为组成的学

习行为链往往有着复杂且环环相扣的特点，教师通过

对行为链中每项具体行为进行正强化，从而实现学生

的自主建构。

从《牛和鹅》一课的教学中可以看到，主任务可

以分解成多项环环相扣的分任务，且每项分任务对接

相应的正强化物，不管是回答问题还是上台展示所得，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激动的体验。基于

此，教师可以把链锁化的任务过程实施步骤分解为“确

立主任务—进行任务分析—选择适当的强化物—确定

示范的操作和指导的语言—呈现任务”。

二、 活动对接：从“单一建构”走向“多

元联结”

活动是学习任务的外显形式，活动的开展具有可

观察性，有利于教师对任务的完成程度进行评估，任

务的顺利完成离不开恰当的活动对接。

以笔者教授的《坐井观天》一课为例，笔者设定

的主任务之一是分角色读对话。在前期磨课时，笔者

没有为设定的任务精心设计活动，按部就班地请学生

找出三次对话，先品词析句再读出感情，学生参与度

低。后来在其他教师的指导下，笔者修改了教学流程，

将朗读任务整合成一次“校园情景剧小演员选拔活动”，

每一次朗读练习都作为一次选拔关卡，学生的学习热

情随着教学内容的推进愈发高涨，学生在提升朗读能

力的同时更是完成了另一任务—理解了重点词语的

意思。

由此可见，好的活动必定是让学生具有“掌握—

趋近”的积极倾向的。这种学习体验对于学生来说是

舒适且自然的，它淡化了问答教学中教师对于促使学

生掌握学习目标的迫切感，慷慨给予学生学习空间与

必要帮助，加上其具有的多元性，让更多的学生体验

到了学习成就感。

三、 情境代入：从“遥感文本”走向“深

度卷入”

为使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掌握技能，也为了使

课堂教学更加流畅，教师要将任务、活动迁移到情境中，

通过语言、图画、实物创设学习情境，让学生的思想、

感情、意志都受到情境的影响，从而做到全身心投入。

( 一 ) 语言情境让学生乐学
语言是最简易也是运用最广泛的情境创设工具，

那些平淡朴素的文本内容将因为教师的言语智慧转变

为学生可触可摸的真实场景。

在笔者观摩的《王戎不取道旁李》一课中，授课

教师用“诸位，鄙人初来乍到，还请多多指教”和“诸位，

多谢关照，后会有期”两句营造了小古文学习的良好

氛围，这其中的效果不知不觉地体现在了学生回答问

题时文质彬彬的仪态以及声断气连的朗读中。下课后，

笔者听到学生轻声说“哪里哪里，多谢夫子指教”时，

真切感受到了语言情境构建对于学生的巨大作用。

( 二 ) 图画情境填补学生认知空白
语言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不具备显像性。学生

受其阅历束缚，很多文本内容即使通过教师精妙的语

言有所解构，也难以在学生眼前浮现出对应图景。此时，

一张恰当的图片可以填补学生的认知空白，使枯燥平

淡的文字“醒”过来。

对于笔者讲授的《坐井观天》一课，有教师建议

笔者将青蛙眼中的春、夏、秋、冬四景以图片的形式

一一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被小小的井口束缚，青蛙只

能看见那小小一方美景，这其中的遗憾与无奈直击学

生感官，激起学生与文本的情感共鸣，达到用图画赋

予学生情境的效果。

( 三 ) 实物情境激活学生所学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认为“学习

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

过程”。在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调动学生已有的认

知，从而使其和新知发生有效的意义关联。笔者认为，

用实物搭建情境，便是激活学生所学、帮助学生自主

建构学习知识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教学《比尾巴》一课时，笔者以“抓一把糖果”

作为表扬手段，搭建了一个个小小的颁奖场景，让学

生清晰直观地理解了“把”的概念。当时笔者将手伸

进糖果口袋，抓出几颗糖果来，学生立马反驳，这是

几颗，不是一把，从而突破难点，使得绝大部分学生

理解了什么叫作“一手能抓住的数量”。

学生走不进文本，游离于文本之外，那么课堂教

学便难以有效开展。情境教学作为文本与学生对话的

载体，教师需以任务为动力，以活动为媒介，常思善

用情境教学，方能让学生从“学习场域”的“被统治者”

地位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作者单位系

江苏省常熟市实验小学）

17

总第 222 期 一线教师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