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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如何落实同一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的
连续性和差异性

———以 2022 年版课标“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为例

李沿知　 　 罗良建　 　 魏　 佳

　 　 【摘　 要】为了用好新课标,推动学习任务群在新课程实施中落地,文章在探寻学习任务群的学理基础上,
通过拓展型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的三个教学片段,深入探讨“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连续

性和差异性的具体体现,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
　 　 【关键词】新课标;学习任务群;整本书阅读;连续性;差异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2022 年版课标”)首次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学习任

务群来组织与呈现课程内容,并明确指出“关注不同

学习任务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同一学习任务群

在不同学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为用好新课标,深
化课程改革,我们需要从教学实际出发,认识学习任

务群,并思考如何落实好同一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

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为此,本文将在探寻新课标

学习任务群的学理基础上,通过拓展型学习任务群

“整本书阅读”的三个教学片段,深入探讨“整本书

阅读”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连续性和差异性的具

体体现,以期推动学习任务群在新课程实施中的落

地,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
一、探学理:学习任务群的内涵、类型与目标

分析

(一)学习任务群的内涵

学习任务群是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观方式,即围绕

学习主题,以学习任务为导向,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

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设计基于大任务、大单元、真
实情境的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文字的过

程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学习任务群把学习内容转换

为学习任务,充分体现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追求

语言、知识、技能和思想情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多层

次发展的综合效应,追求课程内容、学生生活、语文实践

之间的协调和融通,从而引领语文学与教方式的变革。

(二)学习任务群的类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结构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和语文课程核心素养形成的内在逻辑,以生活为基

础,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以主题为引领,以学习

任务为载体,整合目标与内容、情境与活动、过程与

评价、资源与技术支持等相关要素,设计学习任务

群。 义务教育阶段分三个层面设置学习任务群,第
一层设“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1 个基础型学习任务

群,第二层设“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文学阅读与创意

表达”“思辨性阅读与表达”3 个发展型学习任务群,
第三层设“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2 个拓展型学

习任务群。
(三)学习任务群的目标分析

学习任务群有不同的层次,同一学习任务群在

不同学段也有不同的目标(即在不同学段有不同的

关注点和不同的要求),这些目标是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层层递进的。 教师只有明确学习任务群在不

同学段的目标,把握同一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的

连续性和差异性,才能通过学习任务群提升学生语

文实践能力,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
学习任务群的连续性,是指同一任务群在不同

学段都旨在贯彻落实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育,拓展学生语文学习

的领域,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基。 同一学习任务群在

不同学段有着较为清晰的联结点,在整体上形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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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渐进、发展延续的特点,体现为学习内容和目标的

拓展深入,能力和素养发展的衔接递进。 学习任务

群的差异性,是指基于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和

学习特点,同一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各有侧重乃

至具有较大差异,体现为学习目标、内容的不同难

度,学习任务设计的不同类型。
以“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为例,不同学段呈

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其一,目标要求具有

随学段提升而提高的特点。 例如,针对“语言运用”
核心素养的发展目标,不同学段都提出让学生结合

整本书开展“讲述”的语言实践活动。 从第一学段

“讲述书中的故事”,到第二学段“讲述英雄模范的

动人故事”“讲述故事大意”,再到第三学段“讲述自

己感受到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学习任务随学段

呈现出衔接性、发展性和层次性。 文体要求也体现

了循序渐进和拓展深入的特点。 例如,第一学段仅

要求学生阅读有趣的童话故事和优秀的儿歌集,第
二学段就要求学生阅读中国古今寓言、中国神话传

说等文体,第三学段不仅要求学生阅读文学类优秀

作品(如小说),还要求学生阅读科普、科幻等方面的

优秀作品(如说明类读物)。 其二,基于不同学段的

差异化发展目标,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思维特征创

设不同的学习主题,设计不同难度的学习任务。 例

如,第一学段主要阅读“富有童趣的图画书等浅易的

读物”,重在让学生“体会读书的快乐”,进而爱上阅

读;第二、三学段分别以“英雄模范事迹” “革命传

统”为主题,引导学生阅读相关作品,在“讲述英雄模

范的动人故事”“讲述自己感受到的家国情怀和爱国

精神”的同时,培育“文化自信”这一核心素养。
二、明路径:学习任务群教学教师何为

在学习任务群教学中,为落实同一任务群在不

同学段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教师要树立三种意识,具
备三项能力。

(一)树立三种意识,落实连续性

1. 树立素养意识

语文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学习任务群由相

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核心素

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 其中,六个学

习任务群是与“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

流、梳理与探究”四大语文实践活动相呼应的,从学

习内容、教材包含的语篇类型、运用领域等多个维度

交叉架构,彼此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渗透,共同

致力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
2. 树立整体意识

语文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学习任务群要追

求语言、知识、技能和思想情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
多层次发展的综合效应,追求课程内容、学生生活、
语文实践之间的协调和融通,而不是知识点、能力点

的简单线性排列,不是学科知识的逐点解析和学科

技能的逐项训练。
3. 树立过程意识

义务教育阶段基于三个层面设置六个学习任务

群,贯穿四个学段,和高中相衔接,这些学习任务群

有共同要求。 教师要将这些共同要求融入各学段的

教学,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和提升。
(二)具备三项能力,落实差异性

1. 把握学段特点的能力

教师应根据各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思维特点

和学习能力,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把握教学的度

与量,落实各学习任务群的学段要求。
2. 创设学习情境的能力

学习任务群应结合学习主题,将整个学习内容、
学习进程都置于情境之中。 教师要创设真实情境,
设计真实任务,引发学生的言语行为,使他们主动参

与到具有一定综合性、开放性和挑战性的任务学

习中。
3. 分解学习项目的能力

学习任务群是以任务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
因此,教师要设计一系列有助于解决核心任务的小

问题,帮助学生一步步完成核心任务。
三、研落实:学习任务群的教学与解读

本文以“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为例,探讨如

何在不同学段落实学习任务群的连续性和差异性。
(一)三个教学片段

以下三个教学片段,片段一和片段二出自成都

市盐道街小学的魏佳老师,片段三出自成都市盐道

街小学的于佳琪老师。
片段一:巧设活动,体会阅读之“趣”———《戴小

桥和他的哥们儿》教学片段。
师:戴小桥有很多哥们儿,你们能说出他们的名

字吗? 看看谁说得多。
(生 答:林 晓 琪、马 儿 帅、汪 小 中、杜 家 严、曹

迪民……)
师:看来你们对书中的人名非常熟悉,你们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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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的故事吗?
生:记得。
师:哪些故事被你们评为“有趣的故事”呢? (出

示课前统计表)排名第一的是《林晓琪救了我》,谁

能说说这个故事有趣在哪里?
生: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戴小桥猜到了哇哇老师

要说的话。
生:还有戴小桥最后特别聪明地一溜烟冲出教

室,说是去拿裤子,其实是去小便了……
(师带领学生朗读描述该故事的重要段落,使学

生体会语言和情节的有趣)
师:孩子们,把你最喜欢的故事讲给同桌听吧!

开头要讲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中间要把你认为有趣

的地方讲清楚,最后要讲故事结果。 开始吧!
片段二:分析比较,体会阅读之“美”———《中国

神话传说》教学片段。
师:《神农尝百草》和《伏羲造渔网》两个神话故

事的相同之处是什么?
生:想象都很奇特,人物都很传奇。
师:结合《燧人氏钻木取火》和课文《盘古开天

地》,你还有其他发现吗?
生:我还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开始都是天地间

什么都没有,是大神努力创造出了万物。
师:(板书:解释自然)古时候,人们受认识的制

约,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就创造了这些神话

故事。
生:我还发现,这些大神都不怕死,无论遇到多

大的问题,都会用智慧、勇气和努力去解决。
生:我帮他总结一下,这些大神都有不怕牺牲的

精神。
生:这些神话故事都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师:(板书:美好向往)同学们总结得不错。 读了

这两个故事,你知道下面诗句中描写的大神是谁吗?
(出示)
(1)设卦分象,开物纪类。 设网施罟(ɡǔ),人用

不匮。
(2)药采百尝千峻草,农桑四季一湾河。
生:第(1)条说的是伏羲,因为伏羲发明了渔网

和能预知未来的八卦;第(2)条说的是炎帝,因为炎

帝尝百草,发明了农业和医药。
师:这个同学不仅说出了答案,还说出了理由。

他对神话故事内容和人物的理解很到位! (板书:影
响深远)《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和这些诗,就是神话

对文学的影响。 (出示壁画、《群仙祝寿图》,播放音

乐)看,这是敦煌莫高窟中伏羲和女娲的壁画,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清代画家任颐的《群仙祝寿

图》,举世闻名。 刚才小组合作时,老师给大家播放

的古筝曲叫《女娲》,现在正在播放的钢琴曲叫《神

话》。 (出示嫦娥奔月图和“嫦娥五号”探测器图)神

话不仅对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对科技的影响也很

大! 这两幅图谁知道?
生:我知道,第一幅图画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

表达了古人对月球的美好向往。 第二幅图画的是

“嫦娥五号”探测器,现代人运用科技实现了探索宇

宙奥秘的伟大梦想!
片段三:设疑辩论,体会阅读之 “思”———《毛

毛》教学片段。
(播放《毛毛》视频片段)
师:从这段视频材料中,你读懂了什么?
生:灰先生通过威逼利诱让人们交出自己的

时间。
生:灰先生是个坏人。
师:通过仅仅 4 分钟的视频,你们就对情节有了

认知,对人物有了了解,真不错!
生:老师,有了电影作品还有必要读书吗?
师:问得好! 既然是读书课,我们就一起来探个

究竟! 现在请大家花 6 ~ 8 分钟的时间静心读文本,
找一找视频材料中没有体现,但你觉得很重要、不能

被忽略的地方,用“ 　 　 ”画出来,并作批注。 完成

后,可以与小组内其他同学交流。
(生先自主圈画、批注,小组交流,再全班交流)
生:请大家看描写理发师心理活动的这一段。

这一段为灰先生的到来作了铺垫,所以我觉得不能

被忽略。
生:第 5 自然段既写了弗西先生的心理活动,也

写了灰先生只找弗西先生不找其他人的原因。 如果

缺少了这些,故事就不完整了。
师:(出示相关文段,标红心理活动语句)谁愿意

和老师配合着读一读弗西先生的想法?
(师生配乐读)
师:孩子们,从弗西先生的内心独白中,你感受

到了什么?
生:我觉 得 弗 西 先 生 变 了,他 现 在 的 内 心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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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
生:我感 受 到 了 弗 西 先 生 的 难 过,他 的 时 间

不够。
(二)三个教学片段解读

2022 年版课标对“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的

学习内容进行了具体阐释,第一学段要求“阅读富有

童趣的图画书等浅易的读物,体会读书的快乐” “阅
读自己喜欢的童话书,想象故事中的画面,学习讲述

书中的故事”,第二学段要求“阅读中国古今寓言、中
国神话传说等,学习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口头或书

面分享自己获得的启示”,第三学段要求“阅读文学、
科普、科幻等方面的优秀作品,如《寄小读者》《十万

个为什么》 《海底两万里》等,学习梳理作品的基本

内容,针对作品中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 从讲述

故事到分享启示再到话题交流,阅读目标不同,但阅

读要求以及阅读思维层次有内在的连续性,并且随

着学段提升而提高。
片段一为第一学段的整本书阅读课。 《戴小桥

和他的哥们儿》是一本较为浅显的漫画故事书。 教

师先让学生交流“有趣的故事”(小任务 1),带领学

生在反复朗读中品味作家语言的风趣和故事的幽默

(小任务 2),再提醒学生讲故事时,说清楚起因、经
过和结果(小任务 3)。 这样,学生就完成了“感受故

事情节的有趣,并把故事讲给同伴听”的核心任务

(大任务)。
片段二为第二学段的整本书阅读课。 首先,学

生阅读《神农尝百草》和《伏羲造渔网》,充分感受神

话故事想象的神奇以及人物的传奇(小任务 1)。 其

次,学生结合课文在横向和纵向的比对中,通过综合

评价分析感受神话故事中蕴含的中华智慧(小任务

2),并把自己获得的启示口头分享给老师和学习伙

伴(小任务 3)。 这样,学生就完成了“阅读中国神话

传说,学习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并分享自己获得的

启示”的核心任务(大任务)。
片段三为第三学段的整本书阅读课。 教师以

任务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引导学生交流探索

《毛毛》这一文学作品。 首先,教师通过创设情

境,引导学生观看《毛毛》视频片段,让学生自主

提出交流话题“有了电影作品还有必要读书吗”
(小任务 1)。 其次,教师让学生“找一找视频材料

中没有体现,但你觉得很重要、不能被忽略的地

方”,并深入解读文本内容,使学生发现文学作品中

的细节描写,如在视频中不容易感受到的细腻的心

理描写等(小任务 2)。 最后,教师引导学生有感情

地朗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以加深其对心理描写的

理解(小任务 3)。 这样,学生就完成了“阅读文学

作品,针对作品中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交流”的核心

任务(大任务)。
“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是“文化自信” “语言

运用”“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四个方面语文核心

素养整体提升的载体。 无论是片段一的讲述故事,
片段二的分享启示,还是片段三的话题交流,都紧

紧围绕着“语言运用”来展开。 学生将在整本书阅

读中了解的内容、汲取的知识以及深入的思考,运
用习得的语言表达范式进行 “讲述” “分享” “交

流”,体现了“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在不同学段

的连续性。 《中国神话传说》一书中的故事是独立

的,但通过梳理、比较、分析、评价整本书中的众多

故事得出新的启示与收获,比第一学段讲述故事的

要求有很大提升;《毛毛》一书的教学,更加注重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将电影作品与文学作品进行比

较,在话题交流中领悟到文学作品心理描写的细

腻,这比第二学段分享阅读启示的要求又有所提

升。 这也正体现了“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在不

同学段的差异性。
总之,学习任务群在各学段之间的连续性和差

异性如何从学理上验证,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如
何成为一个既经得起实践检验又能有效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的科学理论,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问题。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
们将回归教育始基,关注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并重

之道,下更大功夫推进学习任务群在教学中的落实,
以抵达语文的核心地带。

　 　 【作者简介】李沿知,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罗良建,四川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魏佳,四川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
　 　 【原文出处】《小学教学》 (郑州),2022. 7 /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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