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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课后习题融学作业设计

宁波市江北区外国语艺术学校 盛芳

【摘 要】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精读课文的课后习题，是落实单元语文要素、体现文本特色的重要载体，

为教师明确了教学方向。然而，在实际教学中，课后习题往往被直接嵌入课堂教学中，或作为课后作业布置给

学生，缺乏有效地指导与转化，导致其教学价值未能充分发挥。本文探讨的是将课后习题转化为融学作业的策

略。所谓融学作业是指作业与学生课堂学习深度融合，与课堂评价形影相随，实现“教—学—评”一体化。

一、课后习题转化融学作业的价值

（一）聚焦目标，做到教学评一致
统编教科书中的课后习题细化了

单元语文要素在具体文本中的目标，
是落实语文要素的有效载体，隐含了
编者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
要求。立足课后习题，设计融学作业，
使作业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保持一
致，作业内容与课堂深度学习紧密结
合，强调以评促学，助力单元教学目标
达成。

（二）支架赋能，系统规划学习进程
统编教材中的课后习题除基础性

习题外，有促进文本理解的，有言语鉴
赏的，有指向语言运用的，以及体悟表
达特点的。这些习题可不简单，通过图
解文本、明晰学路、策略导引等，将其
转化为作业支架，与学习过程深度融
合，整体构建学习路径，循序渐进地展
开学习进程，引导学生在语言实践中，
促进思维发展。

（三）立足课堂，体现导学助教功能
作业不能局限于巩固复习的作

用，而应充分发挥推进教学过程、引导
学生学习的功能。教师将作业融入教
学活动中，使之呈现学习思路，提示教
学路径，成为教师的教学内容或学生
学习活动的一部分，避免作业与教学
脱节。这样的作业可以优化课堂教学
结构，有效改变“一问一答”的现象，让
每一个学生参与学习。

（四）全员实践，可见每位学生学习
学生语文素养的养成，不仅依靠

教师的有效引导，还需要学生在积极
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
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将课
后习题转化为融学作业，贯穿课堂学
习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过程
可见。这样的作业“倒逼”每一位学生
在“做中学”，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
展和目标达成情况，

（一）图解文本，呈现知识图谱的
结构化作业

心理学家指出，将抽象的文字具
象化、图表化，比纯粹的文字解读更生
动、易理解，利于人脑储存和有效提取
利用。因此，教师针对“问题表述”为主
的课后习题，根据文本内容的内在逻
辑，设计一个结构图，再现课文脉络、
表达特点。

统编教科书六上第五单元语文要
素是“体会文章是怎样围绕中心意思
来写的”，习作要求是“从不同方面或
选取不同的事例，表达中心意思”。围
绕这一要素，《盼》课后第一题是“课文
围绕‘盼’写了‘我’的哪些表现”；第二
题是“围绕‘盼’这一心理活动，课文哪
些部分写得比较具体？选出写得生动
的两处，说说这样写的好处”。教师运
用“图解文本”，转化课后习题，先后设
计如下结构化作业：

结构化作业通过图示、导学提示
等直观的表现形式，立体呈现了文章
的“骨架”，帮助学生形成“围绕中心意

思来写”的结构化的认知。
（二）明晰学路，着眼语言鉴赏的

策略导向作业
在设计作业时，教师务必考虑帮

助学生将所学内容可视化，除图解文
本外，还可以向他们直观展示过程中
的各个步骤和有效解决方案，引导他
们扎实地经历学习。

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语文要素是
“通过课文中动作、语言、神态的描写，
体会人物的内心”，这是继四年级从人
物的言行等描写感受人物心情、品质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言语鉴赏要求。
本单元安排的两篇精读课文课后习题
都安排了“品味人物言行，体会人物的
内心”的内容。通过设计策略导向作
业，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品味人物语言、
行动等描写，体会人物心情、内心世界
及品质，并有条理地陈述自己的感受。
比如，《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课学习，我
们可以根据课后习题二，先在课文中
画出描写毛主席动作、语言、神态的语
句，接着引导学生读第一句，圈出令人
印象深刻的词句：“整整一天没说一句
话”“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烟”，体会毛
主席惊闻儿子牺牲的噩耗，心情悲痛欲
绝。再引导学生联系下文，说说毛主席
此刻的内心活动，体会毛主席作为父亲
对孩子深沉的爱。最后，把刚才的体会
有序地完整地来说一说。这个过程，每
一个学生围绕单元学习要求，完整地经
历了“鉴赏语言”的过程。之后，学法迁
移，体会描写毛主席的其他语句。

（三）提供视角，联动阅读链接的
情境对话作业

课后“阅读链接”一般是课文内容
的延伸，对拓展学生的阅读面、加深学
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语
言运用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应
深刻领会教材的编排意图，设计情景
对话作业，发挥“阅读链接”的辅助功
能，引领学生更加高效地鉴赏语言，学
习表达技巧，进而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比如，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绿》
课后编排了宗璞的《西湖漫步》（节
选），教师设计情境对话作业，引导学
生通过比较阅读，感受不同文体，不同
作家笔下的“绿”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
受。

小语：两位作家笔下的“绿”相似
之处：都写出了绿色的 ，都表达
了对“绿”的 之情。

小文：不同之处在于：《西湖漫笔》
写的是作者在西湖看到的 ，而
艾青的《绿》写的是 ，更多的是
体现了诗人的独特感受。

小语：是的，这是因为《西湖漫笔》
是一篇（A.诗歌；B.散文），语言很美，
带给人美的感受；《绿》是（A.诗歌；B.
散文），其语言 。

情境对话作业为学生搭建语言框
架，提供比较阅读的不同视角，从内容、
文体、语言、表达方法等角度，引导学生
交流阅读感受，既凸显了作业的导学功
能，又充分挖掘“阅读链接”的潜在价
值，帮助学生提升言语鉴赏能力。

（四）搭建桥梁，落实课后“小练
笔”的纽带性作业

统编教科书中设计了不少课后
“小练笔”，有迁移仿写、想象补白、创
意表达等。为引导学生有效练笔，教师
可设计纽带性作业，为学生架起阅读
与写作的桥梁，助力学生轻松练笔。

比如，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腊八
粥》课后小练笔：“读课文第1自然段，
照样子写一种你喜爱的食物”，教师引
导学生完成纽带性作业：先读第1自
然段，思考作者是怎么介绍腊八粥？并
完成示意图（见右图），了解作者先写
腊八粥“人人都爱”，接着写它的“制作
过程”，写清楚了腊八粥的食材、味道、
香味，使人真切地看到、闻到、品到传
统美食。再通过比较阅读，进一步理解
这种写法。之后，迁移仿写一种美食。

这样的纽带性作业在学生完成课
后小练笔时，起到了“脚手架”作用，有

效串联读、思、写，促进学生在深入理
解文本中感悟写作方法，并进行迁移
运用，在语言实践中不断提升语文核
心素养。

（五）注重积累，作为选择判断的
甄别性作业

问题解决取决于学习者的原有知
识或者说已有的知识储备。所以，在学
生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教师
设计选择判断类作业，引导学生联系
课文，进行分析、评价。在解答课后习
题的同时，积累相关知识。

如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小英雄
雨来》的课后有一道习题：“课文中多
次写到还乡河的景色，找出来读一读，
再说说写这些景色有什么作用。”这道
习题所涉及的知识是学生第一次接触
的，要准确说出其作用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老师设计选择判断类作业：给出

“渲染悲壮气氛”“烘托人物悲伤心情”
“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铺垫”等环境描
写的作用，请学生为《小英雄雨来》一
文的三处写景做出选择。这虽然降低
了答题难度，但丝毫不影响学生思维
的发展，因为学生在作出判断时，需要
结合课文内容阐述自己的理解，这有
利于进一步理解课文，感悟表达意图，
体会作者情感。

结
语

课后习题是教学的一个风向标。立足课后习题，精准定位目标，设计适宜的融学作业，与课堂学习活动相融合，不仅实现导学助教，
达到减负提质的效果，还有助于优化课堂结构，使“教—学—评”同频共振，促进师生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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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后习题转化融学作业的设计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