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思维建构，形成学习通路

——以部编版语文教材第八册第四单元任务单设计与实施为例

高安路第一小学 包萌萌

[摘要]本文以部编版语文教材第八册第四单元为例，探讨课堂任务单的设计与实

施。通过分析教材，构建稳定教学问题链，借助韦恩图设计任务单，保持学习工

具一致性，注重学生思维层递性，并拓展课后阅读。实践表明，任务单可促进学

生思维发展，但在教学中教师要避免过度依赖，同时解决任务单设计规范性和维

度一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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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背景

学习单对老师们而言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经常会见

到它们的身影，有的是作为预习任务用于检测，有的则是在课后进行复习巩固，

还有的是在课堂上完成操练的。2022 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明确提出了教学设计

要“基于核心素养发展要求，设计课程内容，增强内容与育人目标的联系，优化

内容组织形式”，这就要求教师对于学生主体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应从学生视

角出发，去思考“学什么”“怎么学”。以往的学习单更多地呈现了知识碎片化倾

向，教师们依据一定的检测目的进行设计。新课标提出了“素养导向，育人指向”

的教学理念，这应引发教师思考：如果仅仅是按照从前的学习单进行操作，那么

语文学习的整体性和阶梯性如何体现，学科素养导向又要如何体现？在双减政策

下，是否可以基于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在课堂上进行消化？新课改下的课堂任务

单的价值在哪里？如何设计课堂任务单从而落实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怎么借

助课堂任务单来完成“教——学——评”一体化设计？本文以四年级下册第四单

元的课堂任务单设计为例，谈谈过程中的思考、收获与反思。

二、案例呈现

（一）基于教材，探究单元教学活动的稳定性

单元整体架构前，教材分析至关重要，这是找寻单元内在联系的关键步骤。



在此之前需要回归教材本身，分析文本，找到单元课文之间的联系。部编版第八

册第四单元以“作者笔下的动物”为人文主题，编排了《猫》、《母鸡》和《白鹅》

三篇作品。本单元有两个语文要素，“体会作者是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感情的”指

向阅读，不仅要体会文章所要表达的情感，还要关注作家是如何表达的。通过课

文的学习旨在让学生学会明贬实褒的表达方法。“写自己喜欢的动物，试着写出

特点”指向写作。习作“喜爱的动物”不仅仅是写景，更要写出这种动物的特点，

表达自己对这种动物的感情。

如表 1所示，纵观部编版教材，在体会情感表达方面，从中年级开始呈现了

阶梯式的安排。三、四年级完成了从关注语言、积累词句到体会表达、体会情感

的过程。本单元为四年级下册的第四单元，处于中高年级的衔接时期，学生的学

习重点逐步转向在文章中体会情感表达的方法，从感受作品过渡到学习写法。而

五年级更是需要学习借助具体事物、场景和细节抒发情感的方法。因此，本单元

在整个小学阶段体会情感表达的学习中起到了重要的承接作用。

表 1 部编版语文教材有关体会情感表达方面的语文要素一览

深入细读文本后会发现，这些课文存在共同特征。文中均有关键语句直接表

达作者的情感，作者还选取典型事例展现动物特点，并运用个性化写作手法传递

情感。基于单元教学的整体性，构建出相对稳定的单课教学问题链，具体包括：

作者表达何种情感；作者笔下动物具备哪些特点；作者如何展现该动物特点。然

而，如何促使学生有效内化这一从教师视角设计的问题链，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阅

读策略，成为当前教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年级学期 单元 语文要素 意义

三年级第一学期 第一单元 关注有新鲜感的词句 感受作品

三年级第一学期 第七单元 感受生动的语言，积累喜欢的词句

四年级第一学期 第三单元 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

四年级第二学期 第一单元 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思想感情

四年级第二学期 第四单元 体会作家如何表达对动物的情感 关注写法

五年级第一学期 第一单元 初步了解具体事物抒发情感的方法 学习写法

五年级第一学期 第六单元 体会作者描写的场景，细节中蕴含的
感情

五年级第二学期 第一单元 体会课文表达的感情



为此，基于对教学实践中教与学关系的深入思考，考虑到学习工具支架对学

生思维发展的辅助作用以及本单元三篇课文上述文章特征，提出采用统一形式的

课堂任务单这一教学手段。该课堂任务单旨在搭建起教师教学与学生思考之间的

桥梁，以可视化的方式助力学生认识和梳理自身的思维轨迹，进而提升学生对文

本的理解与解读能力。

（二）基于学习理解，保持学习工具支架的一致性

基于前期构建的教学问题链，接下来就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引导学生在阅读本

单元课文时，以可视化、结构化的方式呈现其思维路径，并确保在三篇课文的学

习过程中保持学习工具的连贯性与系统性。通过对单元文本的深度细读发现，对

比手法在各篇课文的写作策略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且文本中的对比元素往往存在

内在逻辑关联与共性特征。

在《猫》一文中，作者通过塑造大猫性格古怪与小猫淘气天真的形象差异，

构建起鲜明的性格对比。这种看似矛盾的描写实则统一于作者对猫的喜爱之情，

情感基调贯穿始终；在《母鸡》一文中，作者运用直接抒情语句，形成对母鸡前

后情感态度的强烈反差，全文围绕母鸡叫声展开的描写，成为不同情感表达下的

叙事交集点，体现文本的内在统一性；丰子恺的《白鹅》则通过多维度对比，包

括白鹅与狗的叫声、与鸭子的步态、与狗的吃相之间的比较，并辅以夸张修辞，

展现白鹅的高傲特质，同时在对比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对白鹅的欣赏与喜爱，实现

写作手法与情感表达的有机融合。

基于此，笔者尝试借助韦恩图设计课堂任务单。韦恩图（Venn Diagram）是

一种基于集合论的可视化方式，可以用来展示两个或多个对象之间的交集和差异，

通过简单的圆圈图案和重叠来表示对象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图形，可直观呈现

三篇课文写法特点，同时助力教学从引导到自主设计任务单，推动学生思维发展。

在课堂任务单的设计过程中，学习工具支架也需考虑到学生思维发展的层递

性。《猫》作为本单元开篇课文，亦是学生第一次接触、使用韦恩图将思考内容

进行呈现与表达，教师可对韦恩图的意义进行简单说明，帮助学生理解图形对文

本的意义以及这一图形可适用的情况即可，也可适当将任务单中的“大猫”和“小

猫”对应的圈指明，方便学生理解和填写。

1.《猫》一课的任务单设计

在《猫》一课的教学中，依托韦恩图这一可视化学习工具，构建起系统化的



任务单。学生先锚定文中表达作者情感的关键语句，以此为切入点，划分描写大

猫、小猫的自然段，探究二者行为与性格差异，完成学习单，梳理文本脉络，剖

析具象描写，领会作者对猫的喜爱。在此基础上，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引导学生从

理清脉络、结构分析、关注事例、内容理解、提炼要素和情感体悟的多元维度，

聚焦文本语言层面的艺术特色。通过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学生得以感知作者幽

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以及明贬实褒这一独特写作手法在情感表达上的特点，实现

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与写作技法的双重把握，有效提升文学鉴赏与文本分析能力。

下图为《猫》一课的课堂任务单。

2.《母鸡》一课的任务单设计

在《母鸡》一课教学中，沿用与《猫》相同的教学路径。先引导学生找出直

接抒发对母鸡情感的语句，解析文本结构，划分段落：前 3个自然段写母鸡“无

病呻吟”“欺软怕硬”“喜欢炫耀”等特点，4-10 自然段展现其育雏阶段“负责”

“慈爱”“勇敢”“辛苦”的特点。这种情感态度的转变，清晰呈现作者从“厌恶”

到“敬重”的情感转变。梳理完文本脉络后，深入探究写作手法，学生通过细读

文本，理解作者运用先抑后扬、对比夸张等手法，以质朴语言塑造母鸡形象，凸

显对其作为 “伟大母亲” 的敬重。

因《母鸡》一课的文本中，无《猫》文本中的“大猫”和“小猫”双对象，

教师可引导学生自主思考韦恩图填写内容。教学时，先让学生读文发现创作特点，

再以小组合作明确韦恩图圆圈对应的对比内容。此外，确定二者统一性是教学难

点，需教师引导，帮助学生理解作者因情感态度转变，对母鸡叫声的描述也有所

不同。

本课任务单如下图所示。



3.《白鹅》一课的任务单设计

在《白鹅》一课的教学中，先引导学生提取“好一个高傲的动物！”这一直

接抒发作者情感的语句，提炼出白鹅“高傲”特质。接着指导学生依据过渡句，

从叫声、步态、吃相三个维度解构文本结构。分析时，借助韦恩对比图，引导学

生关注夸张与对比修辞，通过白鹅与狗、鸭子的多维比较，理解差异化描写对强

化“高傲”形象的作用，体会作者潜藏于文字间的对白鹅的喜爱之情。同时，通

过细读文本，学生还能发现作者幽默诙谐的叙事风格中，运用明贬实褒的表达技

巧。

与前两课相比，《白鹅》教学中韦恩图增至三个，学生需明确各图对应方面。

因文本在叫声、步态、吃相存在三组对比描写，相较于前两课单组韦恩图的任务

单设计，本课采用三组韦恩对比图，构建起更具深度与广度的多维度思维训练框

架，实现了学习任务单在思维训练上的迭代升级。教学中，学生小组合作细读文

本，探究白鹅叫声、步态、吃相三个维度的特点，归纳对比元素共性，寻找内在

逻辑。通过分析三组韦恩图，深入理解作者情感。此过程中教师 “由扶到放”，

助力学生提升思维能力。

下图为《白鹅》一课的任务单。



（三）基于单元整体，注重学生思维发展的层递性

传统单元教学中，教师依据语文要素构建问题链驱动《猫》《母鸡》《白鹅》

教学，虽能落实教学目标，却在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策略上存在局限性。本次引入

课堂任务单，实现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主体”的转变。任务单以学生认知规

律为基点，通过结构化问题链与韦恩图等，指引阅读思维路径，助力学生解析文

本结构、提炼核心内容，掌握逻辑化、系统化的阅读方法，形成可迁移的阅读策

略。

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基于任务单的教学实践能有效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学生在完成任务单时，通过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等方式，锻炼文本理解、批判性

思维及解构重构能力，从被动学知识转变为主动建构意义，凸显任务单对提升语

文核心素养的价值。同时，任务单的可视化特征有效促进了学生思维过程的显性

化。在《白鹅》的小组合作探究中，学生通过填写三组韦恩图，系统梳理了白鹅

在叫声、步态、吃相方面的“高傲”特质及其共性逻辑，这种思维可视化过程不

仅提升了学生的归纳总结与逻辑推理能力，更通过组间交流实现了思维碰撞与优

化。

依据单元文本特点设计的三份课堂任务单，构建起系统化、层级化的学习支

架。教学中，任务单引导学生聚焦作者情感表达句，深入解析写作手法逻辑，形

成完整阅读策略训练链条。在任务驱动下，学生不仅理解作者情感表达方法，还

能通过文本分析实现知识迁移，将阅读中习得的写作策略运用于自身写作，达成

读写贯通。这种读写结合的模式，既强化了学生的文本理解与表达能力，也为后

续阅读素养提升和写作实践奠定方法论基础，充分展现语文教学在读写层面的系

统性与连贯性。



（四）拓展学习内容，建立课后阅读链接的延伸性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是一个螺旋上升、持续积累的动态过程。在本单元

教学实践中，基于文本间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分析，采用韦恩图作为课堂任务单的

可视化呈现形式，构建起结构化的文本分析框架。该工具通过图形化的对比与交

集呈现，有效辅助学生完成文本信息的归纳、梳理与整合，促使学生在任务驱动

下主动探寻文本中的对比元素及其逻辑关联，进而挖掘不同描写对象间的共性特

质与差异属性。

这种依托韦恩图开展的文本分析训练，不仅提升了学生对课内文本的理解深

度，更培育了其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实现从课堂阅读到自主课外阅读的思维拓

展。结合单元课后练习与阅读链接设计，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将课堂习得的韦

恩图分析策略应用于拓展性文本阅读。以《白鹅》与课后阅读链接《白公鹅》的

对比研读为例，通过绘制韦恩图进行多维比较，学生能够系统梳理两篇文本在写

作手法、形象塑造、情感表达等层面的异同，从而深化文本解读能力，有效促进

批判性思维与高阶认知能力的发展，切实达成学科素养培育的长效目标。

三、案例反思

（一）关于课堂教学实践与任务单应用的辩证关系

在教学实践中，课堂任务单虽为重要教学工具，但教师应警惕陷入“工具理

性”主导的困境。若任务单成为课堂核心导向贯穿全程，易使教学机械化，破坏

课堂节奏，削弱对重难点的聚焦。新手教师尤其可能因过度依赖任务单预设流程，

忽视课堂动态生成与学生反馈，造成本末倒置。此外，受学生认知与学习能力差

异影响，任务单解读与内化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教师需构建分层指导策略，依

据学情提供差异化支持，动态调整教学策略与任务难度，以实现任务单教学效能

的最大化。

（二）课堂任务单设计的规范性与维度一致性问题

在课堂任务单设计与实施时，需强化内容填写维度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以韦

恩图设计为例，其逻辑要求交集区域聚焦对比对象共性特征，但本单元教学实践

中，部分任务单存在维度偏差。如《母鸡》将“叫声”填于交集处，《白鹅》任

务单中亦有类似问题，这些表述未遵循“提炼共性”原则，从表达视角切入，存

在一定的填写维度混乱与矛盾。为保障任务单科学性和教学功能，需重新审视并



统一填写维度标准，让任务单设计逻辑与教学目标、认知规律相符，防止因维度

不一致影响学生对文本共性与差异的理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22．

[2] 汤雪 平 .指向 学科 核心素 养的 学习 任务单 设计 [J]. 中国 教育 学

刊,2023:50-55.

[3]白沂鹭.借韦恩图，提升语文思辨“流量”[J].教书育人,2021,(10):46-47.

[4] 曾晓 璠 .基于 核心 素养的 小学 语文 大单元 教学 设计 [J]. 学生 发

展,2023:8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