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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探究
朱思宇

（金华市丽泽中学，浙江 金华 321017）

摘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了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构建学习任务群，注重加强课程内容整合，为新一

轮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本文以初中语文统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往事依依》一课为例，分析了学习任务群在单篇文

本教学中的重要性；明确了初中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特点；提出了明确任务群教学目标、创设真实教学情境、开展任务驱动教学、

丰富任务群实践活动和完善教学评价体系的策略，以期全面提高初中语文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质量、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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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语文学习任务群体现了学科内容结构化、整

体化、综合化、跨学科化的特点，颠覆了语文课程“满堂灌”教

学模式，激励语文教师以学习任务为载体，以学习主题为引领，

设置具有逻辑性的任务内容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发展。基于此，初中语文教师要立足单篇文本阅

读教学特点，科学设计学习任务群，凸显课文学习目标，创设真

实情境，提升学生阅读思维，引领他们深度阅读。同时，教师还

要整合任务驱动，设计多元化实践探究活动，激发学生自主阅读

积极性，从而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一、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设计的要求

（一）关联单元整体

单篇文本的学习任务群设计要在单元视域下进行。“统编教

材里的单元具有统整性，各篇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关联的，

在单元中承担着统一而又有所不同的任务。统一，是指各篇文本

有着统一的指向——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不同即是各文本在具

体的目标上存在差异”。因此，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设计应当围

绕单元核心知识概念，又要明确所处的位置和价值。单篇学习任

务是对单元大任务的分解，各个子任务之间有着逻辑进阶关系，

单篇学习内容要与单元学习预期成果相匹配。

以《往事依依》为例，它在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该单

元除《往事依依》外，还有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自传《再

塑生命的人》，一篇古文《〈论语〉十二章》，可将其归纳为“文

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本单元人文主题是“学习生活”，

语文要素是“默读”。所以教师在《往事依依》学习任务群设计

上既要指向单元“学习生活”及学习“默读”，以凸显“统一”，

又要明确“这一篇”在这一单元独特地位，明确“读书”对个人

学习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再塑生命的人》这篇自传中，“师

长对个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影响”有所区别。学习默读，关注领起句，

根据标题、开头、结尾、文中关键句来理解主题，承担在单元中“这

一篇”的教学任务。

（二）指向核心素养

新课标把思维能力、语言运用、文化自信和审美创造列为语

文核心素养，为初中语文单篇文本阅读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单

篇学习任务群设计需以学习任务为载体，整合学习内容、情境、

方法和资源等要素，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在听、说、读、写中，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更注重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思维过程，审美情趣和价值立场。

二、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特

点

（一）情境性

学习任务群打破了传统阅读教学模式的壁垒，倡导创设真实

教学情境，引导学生把生活经验和课文内容衔接起来，更容易激

发学生情感共鸣，从而提高他们阅读体验，帮助他们深度理解文本，

提升他们阅读能力和审美能力。

（二）实践性

新课标提出，设计语文学习任务，要围绕特定学习主题，确

定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教师根据课文内容设计多个

学习任务，确保这几个学习任务环环相扣，把汉字、阅读鉴赏、

表达与交流、合作探究、写作等知识融合起来，凸显语文实践教

学重点，从而提高学生语文知识应用能力。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

要凸显生活化元素，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联系个人生活体验分析课

文，激发他们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把语文知识迁移到

生活中，鼓励他们利用语文知识解决生活问题，从而提高他们实

践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

（三）综合性

初中语文教师在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设计中要坚持综合性原

则，参照语文核心素养，搜集与文本相关的知识点，积极开展跨

学科教学，进一步发散学生语文思维，引导他们进行跨学科学习，

从而促进他们语文核心素养发展。同时，教师还要在学习任务群

设计中融入课外名著、阅读笔记、相似文章等学习资源，提高学

习任务群综合性，满足不同学生语文学习需求，从而激发他们自

主学习积极性，完善他们语文知识体系，全面提高学习任务群设

计质量。

三、初中语文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策略

（一）明确任务群教学目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师要对单篇课文进行全面解读，在

单元视域下精准提炼教学重难点，明确任务群教学目标，科学设

计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深度阅读课文，从而提高他们阅读能力。

首先，教师要坚持以核心素养为统领，尊重学生语文学习能力差

异，精心设计环环相扣的学习任务群目标，设计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拓展目标，确保这些目标具有层次性、连贯性和可操作性，

引导学生进行阅读。如教师在讲解于漪老师的《往事依依》一课

时，在单元目标的统领下，可以把基础教学目标设计为：学习默

读，梳理文章所写的主要事件及其对作者的影响；提高目标设计

为：体会作者选取和安排材料的用意，在品味精妙的语言中体味

作者的依依之情；拓展目标设计为：从文中汲取语文学习的经验，

感悟珍惜青春、把握现在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可以根据学习任

务群教学目标来拓展阅读教学内容，把课内与课外知识衔接起来，

例如推荐学生读相关名家名作，如莫言《童年读书》、琦君《读

书琐忆》等，引导学生体会读书带来的快乐与收获，激发他们阅

读积极性，让他们继续深度探究于漪老师与读书之间的故事，加

深他们对课文的理解，提高阅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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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真实教学情境，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初中语文教师要根据学习任务群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创设真

实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深度解读课文，加深他们对课文的理解。

如教师可根据《往事依依》任务群目标创设趣味阅读情境：于漪

老师向同学们发出了一份诚挚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够携手为她制

作一本回忆纪念册，用以珍藏那些在她心中永远熠熠生辉、难以

忘怀的往事和无限的感慨。

（三）坚持任务驱动教学，引领学生深度学习

语文教师可以结合学习任务群教学目标，依据创设的情境设

计阅读任务，设计环环相扣的阅读任务，构建任务驱动教学模式，

引领学生深度阅读。第一，教师可以设计难易程度不同的阅读任务，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需求，激发他们自主阅读积极性。例如教

师可以根据《往事依依》的情境设计如下阅读任务：

【任务一】理依依往事·制回忆卡片，纪念册的第一部分是

“回忆卡片”，这里记录于漪老师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任务一

这一板块又统摄三个子任务。子任务 1 是于漪老师为大家提供了

四张老照片，它们对应着文章里相应的往事，默读课文，请结合

文章内容为相册照片排序并命名。此项任务的设计意在指引学生

默读课文的基础上快速把握文章大意。子任务 2 为教师在提供作

者老照片时，漏掉了两张，请你找出对应的事件。子任务 3 为小

丽同学在整理回忆卡片时觉得国文老师讲《南乡子》和代课的国

文老师讲《南归》有些重复，可以删掉其中一个，请你给出意见。

三个子任务的问题设计由浅入深，引领学生明确作者在围绕中心

选取材料和安排材料的用心。

【任务二】解依依情思·精选动人留言，纪念册的第二部分

是“留言板”，精选那些触动心灵的语句，铭记于漪老师当年的

依依之情。子任务 1 是请同学们找出文中体现作者依依之情的句

子，读一读，细细品味。用“我选择 ___ 这句记录在留言板，因

为 ___”的句式回答。意在通过品读作者精妙的语言，来捕捉作

者的依依之情。子任务 2 是结合你对“往事依依”的理解，仿照

示例“往事依依，在那小屋的山水画里，有我热爱大自然的依依

之情”，为留言板写一段总结语。该项任务设计意在系统归纳作

者的依依之情的具体内容，让学生的思维得到提升。

【任务三】悟依依期望·设计真挚寄语，纪念册的第三部分

是“寄语”，书写真挚的期望，为更多的人带去力量。于老师希

望你也能在她的相册上留下自己的感想，请你结合对文章的感悟、

助读材料及自身实际，在回忆相册的尾页设计寄语关键词，抒发

少年之追求。子任务 1 是请同学们勾画文中于老师的期望的语句；

子任务 2 结合本文内容及写作背景及作者经历挖掘作者成长的源

头；子任务 3 是根据你的所得，参考“丽泽人”关键词墙设计“寄

语”关键词。三个子任务逐步进阶，以期学生从文本内容出发，

拓展到作者一生，再联系自身学习生活，去感悟读书对一个人产

生的影响，学习作者“珍惜青春，把握现在”“做一个对国家真

正有用的人”的价值观。

第二，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让他们从课文中寻

找答案，引导他们对课文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分析，提高他们阅读

能力。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带着阅读任务分析课文，

把握文意、精读关键段落，提炼出和阅读任务相关的线索，顺利

解决阅读任务，提高单篇文本阅读能力。任务驱动教学可以把学

习任务群和学生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更能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发

散学生思维，引导他们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让他们深度阅读、

科学论证，从而提高他们语文核心素养。

（四）丰富任务群实践活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初中语文教师可以在单篇文本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中融入跨

学科教学理念，设计多元化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

解析课文，提高他们核心素养。首先，教师可以设计小组合作学

习活动，如在处理回忆卡片国文老师读《南乡子》和代课国文老

师读《南归》是否删除其一的环节时，可让他们辩论一番，在思

想争锋中，体会作者选材的精心；其次，教师可以组织诵读活动，

鼓励学生声情并茂地模仿国文老师“头与肩膀左右摇摆着”朗诵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把诵读和阅读教学有机结合，

既可以提高学生诵读能力，又可以让深度感受课文中流露的真情

实感，提高他们的文化自信。同样，在“精选动人留言”环节，

学生在朗读精美语句时，教师可搭配舒缓的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

利用轻柔、温柔的语调诵读，抒发出作者对少年时代的怀念。最后，

在设计寄语关键词时，不仅考查他们对文章内容的把握，也考查

画面的布局，美术的应用等。总之，初中语文教师要立足学习任

务群，设计多元化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度理解

课文、感悟阅读的乐趣，进一步促进他们语文核心素养发展。

（五）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学习任务群设计质量

语文教师要在学习任务群教学设计中细化教学评价方式、教

学评价指标，对学生阅读过程、阅读教学过程进行评价，及时发

现单篇文本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灵活完善学习任务群教学设

计，提高阅读教学质量。如教师可在《往事依依》“寄语”关键

词设计环节，让学生设计评价量表，最终从内容、形式、创新度

这三个维度细化评价细则，之后采用生生互评、学生自评和教师

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方式，把教学和评价衔接起来，构建“教—

学—评”一体化教学模式，提高阅读教学水平。也可以对学生课

文阅读能力、好词好句鉴赏能力、课文脉络梳理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等进行评价，采用 A（优秀）、B（良好）、C（及格）分层

评价，增强学生语文学习自信心，让他们主动阅读课文，提高他

们阅读能力。

四、结语

总之，新课标背景下，学习任务群成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热点，

有利于凸显阅读教学目标，培育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进一步提高

阅读教学质量。初中语文教师要在单元视域下明确任务群教学目

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明确阅读教学重点；创设真实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引领他们深度阅读；坚持任务驱动教学，引

领学生深度学习，提高他们阅读能力。同时，教师还要丰富任务

群实践活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学习

任务群设计质量，进而提高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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