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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业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课堂教学离不开相应的作业。在小

学中高年段，练习册作为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是学生日常学习的重要辅助资料。在统编三年级下册详细复述单元，练习册既能

作为教师检测学生学习成果的手段，也能作为学生课堂学习的支架。 

 

一、 单元作业目标的制定 

统编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围绕“有趣的故事”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两篇精读

课文，分别是《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和《漏》，编排了两篇略读课文，分

别是《方帽子店》和《枣核》，以及《口语交际》“趣味故事会”、《习作》“这

样想象真有趣”和语文园地。本组课文形式多样，故事情节曲折，内容幽默。本

单元的语文要素有两个，一是“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复述故事”，这一要素指

向阅读。二是“根据提示，展开想象，尝试编童话故事”，这一要素指向习作。

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关于“复述”的要求是本单元的重点。 

在准确把握本单元语文要素后，制定了以下三条指向阅读的教学目标（表一）： 

（表一） 

 

 

 

 

围绕单元教学目标，制定了以下 6条单元作业目标（表二）。其中，目标 1、

目标 2 和目标 3 为常规作业目标，主要包括字词的准确朗读、汉字的正确书写，

以及用合适的方法理解词语。目标 4、目标 5 和目标 6都指向单元语文要素“了

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复述故事”，凸显单元的学习重点。 

 

1.借助提示，梳理故事内容，说出每部分的主要意思。 

2.结合具体内容体会故事的风趣幽默及主要人物的主要特点。 

3.借助提示详细复述课文内容。 



（表二） 

 

 

 

二、单元作业设计内容 

本单元设计了单课作业和长周期作业（表三）。单课作业包括课前预习和

课后作业两部分。 

 

（表三） 

 

 

 

 

 

 

 

 

 

 

 

 

 

 

 

 

 

 

 

 

1.能读准本单元的生字、多音字的读音。 

2.能正确书写本单元指定的字词。 

3.能用合适方法解释本单元中一些词语的意思。 

4.能根据要求提取相关信息。 

5.能结合具体内容说出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特点。 

6.能借助提示复述故事内容。 

 

 25.慢性子裁

缝和急性子顾

客 

26.方帽子店 27.漏 28.枣核 

单课

作业 

课前

预习 

1. 读通课文，

圈出文中不理

解的词语，尝

试用合适的方

法去解决。 

 

2. 思考：读了

课题，你想知

道什么？读文

后，你了解到

什么？ 

1.读通课文，

圈出文中不理

解的词语，尝

试用合适的方

法去解决。 

 

2.默读课文思

考：方帽子是

怎么慢慢成为

古董的？ 

 

 

3.故事中的哪

部分内容是你

意想不到的？ 

1.读通课文，

圈出文中不理

解的词语，尝

试用合适的方

法去解决。 

 

2.思考：读了

题目你有什么

疑 问 ？ 读 文

后，你了解到

什么？ 

 

3.故事中的哪

部分内容，你

觉得最有趣？ 

1.读通课文，

圈出文中不理

解的词语，尝

试用合适的方

法去解决。 

 

2.默读课文思

考：枣核名字

的由来是什

么？ 

 

课后

作业 

1.抄写指定的

词语各 2 遍，

并默写。 

 

2.完成练习册

第三、四大题。 

 

 

1.抄写指定的

词语 2 遍，并

默写。 

 

2.完成练习册

第三题。 

 

 

1.抄写指定的

词语各 2 遍，

并默写。 

 

2.完成练习册

第二、三、四

题。 

 

 

1.抄写指定的

词语 2 遍，并

默写。 

 

2.完成练习册

第一、三大题。 

 

 

长周

期作

业 

趣味故事会 

 



三、单元作业设计与实施 

1. 课前预习作业 

课前预习作业指向的是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而习惯需要在持续自主的实 

践过程中慢慢养成。从三年级开始，在预习中应着重培养学生养成自主扫除字

词障碍，通过多种方法理解字词意思的习惯。因此，每一课预习作业都要求学

生“读通课文，圈出文中不理解的词语，尝试用合适的方法去解决。”以期通

过反复的练习，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除此之外，预习时还需关注整体把握文章内容习惯的培养。因此在课前预

习中还设计了思考练习，如“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读文后你了解了

什么？”又如“文章中哪些内容让你觉得有趣或意想不到？”旨在让学生带着

这些问题来读文章，学生就能对文章写了一件什么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 课后作业 

中高年段每周的语文课时较之低年级有所减少，但是课文内容却增多了，课

文理解的难度加大了，这无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课堂教学上，留给学生作业的

时间就相应减少了。基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身边的教学资源——练

习册上。语文练习册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领学生夯基固本、拓展

思维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将练习册作为一项作业来完成，

更是将它作为教学资源，采用分解并动态使用的方式充分利用。 

（1）作为课堂学习的内容 

结合本单元的重点学习目标，我们充分利用练习册资源，精心筛选了部分题

目作为课后作业。这些题目并不是直接布置给学生，让其自主完成，而是先在课

堂教学中有所渗透的，课后再让学生独立完成，这样既能帮助他们巩固课堂所学，

又能促进学生书面表达能力的发展。 

如《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练习册第三题，要求“根据课文内容发挥想

象，把句子补充完整。”这两小题从课文内容出发，创设了两个情境，让学生在

了解急性子顾客的性格特点后，想象他会有怎样的表现。第 1小题，在教师详细

分析第 2自然段顾客对裁缝说的那一大段话的意思后，学生能够很容易从关键句

“我可等不及，都没让他们做。”这句话中去合理想象急性子顾客会怎么做或者

怎么说。 



课文最后的气泡图“此时，这位顾客会说些什么呢？”这与第 2 小题就是口

头表达与书面表达的相结合，课堂上老师让学生练习说，课后再落笔写，大大降

低了难度。 

如《方帽子店》练习册第三题“根据课文内容发挥想象，把句子补充完整。”

这与《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第三题目标指向是一样，学生通过课堂学习，

了解了人物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想象人物内心的想法。课堂上有意识地渗透，

课后再让学生完成。 

又如《漏》练习册第二题“照样子，转述别人说的话，保持意思不变。”本

题指向的是转述练习。经过前两篇复述课的训练，学生对转述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 1小题是转述文章中老婆婆说的话。老师在教学引导学生抓住人物对话，了解

老虎和贼误以为“漏”是什么时，就可以将此练习穿插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

行语言表达的训练，课后再让他们独立完成，进一步夯实复述中要用到的知识。

因为要写下来，所以需要着重提醒学生不仅人称发生了变化，标点符号也有改变。 

（2）作为学习活动的支架 

练习册中还有一些指向检测单元语文要素的题目可以不放在课后来完成，

而是直接作为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学习支架，让学生在课堂动笔做一做。这样不

仅能有效提升课堂教学效率，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有效地落实单元

语文要素。 

如《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的第五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面的表

格。”本题指向单元重点学习目标“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复述故事”。复述

故事首先要了解故事是按什么顺序写的，再来梳理每一部分内容分别写了什么。

表格中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又过了一天”就提示了学生故事是按时

间顺序来叙述的。理清叙述顺序后，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每一部分的内容要点，

并进行准确的要素提炼或概括。老师的教学中就可以以此表格为阅读支架，帮

助学生理清文章的记叙顺序，抓住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梳

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又过了一天”发生的事情，为复述这个故事奠

定了基础。因此本题作为课堂教学资源，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 

又如《枣核》的第二题“照样子，根据课文内容填空，再借助提示有序地

复述这个故事。”本题也是指向单元重点教学内容。学生有了前三课的学习方



法和经验，老师应放手让学生独立尝试完成。课堂教学中，以小组合作的形式，

在组内完成填空，然后交流。最后以此为支架，有序复述故事。 

（3） 作为单元评价的资源 

练习册上还有一些指向基础知识的习题，可以不安排在当课完成，而是将其

安排到单元结束后的基础知识检测中。如《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第一题，

《方帽子店》第二题，《漏》第一题，都是与字词相关的练习。《慢性子裁缝和

急性子顾客》第二题，《漏》第二题的第 2小题，都是句型练习。我们就可以将

它们整合在一起，作为单元基础知识检测的内容。 

以往我们习惯于在课文教学结束后，一次性布置练习册上的所有习题给学生

完成。现在我们尝试改变这样的方式，将练习册中的习题与教学紧密结合，分步

实施，多方位使用，从而更高效地利用这些资源，提升教学效果，既减少了重复

机械的作业内容，又强化了书面练习。 

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充分考虑练习册中的习题，整体思考如何合理用好

这些资源，在教学中舍去“面面俱到”，而是更加聚焦教学的重点和学生的学习

难点，使得教学和练习更加匹配。通过将教学与练习紧密结合，促进“教－学－

评”的一致性，确保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内容能够在课后通过练习得到巩固和提

升。这样，学生不仅能够独立完成练习册上的习题，还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和自信

心。 

3.长周期作业 

本单元口语交际的话题为“趣味故事会”，旨在引导学生在交际过程中运用

合适的方法把故事讲得有趣生动，吸引听众，而听众则要认真听，记住内容。同

时“趣味故事会”也是落实“了解故事的主要内容，复述故事”这一单元语文要

素的表现方式，因此把它作为本单元的核心任务，使其贯穿于整个单元教学中。 

故事内容的选择较为宽泛，学生可以讲本单元学过的课文，也可以选择《方

帽子店》和《枣核》这两课练习册中的课外阅读资源，学生可以借助文章中给出

的复述支架，练习说说这些故事。当然有能力的学生也可以讲讲自己课外读过的

故事，尝试在没有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运用习得的方法去练习讲故事。 

口语交际的教学不能只传授静态的交际规则，而要让学生在真实的口语交际

活动中运用这些交际规则，更好地达成交际目的，所以要从讲故事和听故事两个



方面制定评价标准（表四），实现有效交际和积极互动。 

（表四）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讲

故

事 

故事内容 ➢ 讲述时按一定顺序 

➢ 不遗漏故事主要情节 

☆☆☆ 

表现力 ➢ 口齿清晰，语言连贯 

➢ 态度自然大方，与听众有眼神交流 

➢ 根据需要辅以一定的表情、动作 

☆☆☆ 

听

故

事 

态  度 ➢ 认真倾听，能记住故事内容 

➢ 能根据听到的内容有相应的回应 

 

☆☆☆ 

 

作业内容的精选能直接促成课堂的提质减负，其内容选取的关键要领是紧扣

单元核心知识，引导学生夯实、内化和运用所学。因此，作业内容的确定要基于

语文核心素养、教材内容、学生学情三个维度的研究之上，确保作业内容不脱离

文本，扎实巩固语文要素，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实现知识由教材、课堂向生活、

实践上的转移与运用，落实学生语文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