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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化命题的内涵、价值及设计策略

沈晓敏

　 　 【摘　 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倡以“情境化命题”实现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综合

评价。 基于对情境化命题的内涵、价值的分析,结合实践,可提出指向日常生活情境、文学体验情境、跨学科学

习情境的命题设计策略,让评价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变。
　 　 【关键词】情境;素养导向;命题

　 　 深化试题命制改革是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

之一。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指出:“考试命题应以情境为载

体,依据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

评定其素养水平。”这一要求可理解为“情境化命

题”的取向,是针对碎片化考查单一知识点或能力

点、情境与问题分离等现象提出的。 开展小学语文

学业质量评价时,应以情境任务为试题的主要载体,
从注重学科逻辑转向关注生活逻辑,让学生在特定

的情境中运用学科思维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实现对

语文核心素养的综合评价。
一、情境化命题的内涵

情境化命题中的情境主要指测试任务发生的背

景或依赖的因素、条件,在测试场域中起到关联学生

的测试行为与其发生的环境的作用。 从情境学习理

论看,情境化命题具有以下内涵。
(一)指向知识理解和能力迁移

真实的情境可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

真实情境的驱动下,学生不仅能获得解题的成就感,
还能重新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他们对知识的理解

不再局限于某一题,而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与文学

场域。 这为学生知识、能力的迁移运用提供了保障,
使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得以进一步发展,思维与

意志品格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包含特定召唤结构

情境是包含特定召唤结构的场景。 所谓召唤结

构,指随时召唤接受者能动地参与进来的一种开放

性结构。 情境的具体表征为语言材料、图片、表格,
以及任务涉及的具体条件或事件。 情境能够提高学

生参与测试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完成任务、解决问

题的目的、立场、条件或影响因素,从而帮助教师全

面了解学生解题的思路,系统地感知学生学习成果

的形成过程,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实效性。 《课程标

准》在学业质量内涵中指出,语文命题情境主要包括

日常生活、文学体验和跨学科学习三类。
(三)重视情感体验和价值导向

情境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具有情境性,是活动、
背景和文化产品的一部分,是在活动、情境与文化中

不断被运用和发展的。 情境之“境”,是外化的场域,
而“情”则是内在的积淀与抒发。 情境化命题不仅要

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考查其“学以致用”的能力,还
要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 有了 “情动”,何愁 “辞

发”? 此外,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也是语文核心素养的

集中体现。 因此,在情境化命题中,还应渗透文化自

信、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内容。
二、情境化命题的价值

(一)真实性:融“陌生”于“熟悉”
情境化命题注重素养立意,将试题置于贴合学

生实际的情境中,实则是将“陌生”的知识点融于学

生“熟悉”的场景里,让学生通过获取、整合、筛选等

方法提炼关键信息,关联自己的生活经验,形成更为

全面科学的认知体系,破解疑难,逐步实现语文核心

素养的发展。 情境化命题以生活的真实、需求的真

实、问题的真意、情感的真孕,促使学生的测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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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具身认知的特点,在唤起学生原有阅读体验的

基础上,又让学生生发新的阅读体验,从而为学生的

学习与创造提供不竭动力。
(二)驱动性:化“被动”为“主动”
情境是否真实具体、科学合理,会影响学生的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 真实具体、科学合理的情境以问

题解决为特征,能让每一名学生都主动参与测试,主
动呈现以学习目标为起点的思维过程,展示学习成

果,从而消除对试题的畏惧感,成为主动的学习者,
使答题活动更能动化。

(三)有效性:从“单向”到“综合”
情境化命题以“情境”为锚点,打破了学科界限,

将学校、家庭、社会等生活情境与学业评价进行深度

结合,具有思维考查向度多元化的独特优势。 情境

化命题摆脱了应试教育的局限性,对促进教学方式

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

知识的累加或机械的训练,而是更注重应用能力的

培养、情感的激发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倾向于考

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三、情境化命题的设计策略

情境化命题的本质,就是要引导学生通过思考

解决问题。 然而,良好思维方式的形成却非一朝一

夕之功。 因此,教师需要树立科学的命题理念,以
情境化的方式呈现试题,同时兼顾进阶性和多样

性,使命题的内容更具典型性,学生的学习过程更

加灵动。
(一)日常生活情境:以真实鲜活的人物角色构

筑问题场域

基于日常生活情境的命题,侧重考查学生在特

定生活场景中进行语言运用时所展现出来的素养水

平。 命题中的情境一般源于真实的生活。 也可对其

进行合理化加工,凸显实践过程,使其符合学生的认

知逻辑,强化学生的生活意识,充分激活学生的语言

系统,促进学生言语智慧的发展。
1. 人际交往情境

统编教材在“交流平台” “口语交际”板块中设

置了很多对话情境,可见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

重要性。 因此,教师命题时可以人物对话的形式构

筑情境场,让学生自觉代入题中人物的情绪、立场、

价值观,从心出发,寻求解决之“钥”。
例 1:小文的奶奶身体不舒服,从药店买了一盒

药。 奶奶不识字,不知道怎么服用,就找小文来帮

忙。 请你认真阅读说明书,将对话补充完整。
“小文,奶奶最近喉咙痛,还咳嗽,可能是开空调

冻着了。 这药能吃吗?”
“奶奶, ,这药很对症。”
“那就好。 那这药该怎么吃?”
“ 　 ”
“行,奶奶知道了。 奶奶这就把药放到阳台上,

这样吃完饭晒太阳的时候就不会忘了。”
“ 　 ”
“幸亏你提醒奶奶,真是我的乖孙女!”
这一设计延展了测试空间和命题空间,将知识

融入生活情境,实现了从“解答问题”到“解决问题”
的转变。 实践表明,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

既能极大地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也能较清晰地

呈现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公共事务情境

公共事务情境指针对某种社会现实问题或时代

精神、科技热点等创设的情境,便于学生形成自己独

特的认识和看法。 创设公共事务情境可以激励学生

开阔视野、关注社会民生。 学生既可以进行自主判

断,也可以针对理据展开阐述。
例 2:人工智能(AI)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最近,六年级同学围绕“人工智能与未来发展”进行

了一场辩论。 对于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请选择一

个观点,有理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

命题以情境对话的形式出现,给学生以身临其

境之感,增强了知识与情境之间的联系,以及情境与

生活之间的联系,使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逐步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文学体验情境:以意蕴丰富的学科材料导

引问题探究

文学体验情境主要以丰富的学科材料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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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还原、重整、链接策略进行设计,实现单元语文

要素的迁移运用。 文学体验情境可以突出试题与课

后习题的关联性,提升课堂教学的延展性,从而增强

学习的意义感。
1. 还原,实现“静态—动态”的语言转换

情境化命题注重相应情境背景下的语言转换,
意在构建以知识本身为基础、以相应情境为背景、
以知识运用为目标的测评体系。 因此,还原是设计

任务情境的基本策略,体现在测评中,就是要注重

考查灵活性更强的动态语言,而不是脱离语境的静

态知识。
例 3:班上准备开展一次以“祖国,我爱你”为主

题的演讲活动,请你帮助小林完成演讲提纲。
演讲提纲

演讲题目:
要点 1:回顾历史,爱国事迹感人肺腑。
支撑事例: 　 。
名言引用: 　 。
要点 2:且看今天, 。
支撑事例:奥运健儿在赛场上为国拼搏;抗洪官

兵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群众;科学家努力钻研,把中国

宇航员送上太空。
名言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

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

本题以“祖国,我爱你”演讲活动为情境,对接六

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口语交际《演讲》,并关联精读课

文、略读课文、“日积月累”等教材内容,综合考查学

生的语言运用、思维能力、文化自信等核心素养。 本

题中,要点 1 和要点 2 中的“支撑事例”与“名言引

用”就是学生的学习材料,能为其后续作答指明方

向、提供灵感。 学生要读懂材料,理解材料的内在逻

辑与表达方式,从而循序渐进地实现知识与技能的

迁移运用。
2. 重整,实现“观点—印象”的场域互证

在传统测试中,试题材料与问题的对应关系普

遍比较单一,学生解题时思考的余地较小。 为此,
教师可从结构化视角切入,将诸多零散的信息有

机、有序地进行重整,使其有利于学生的梳理探究,
让学生在完成测评任务的同时,实现知识能力的

建构。
例 4:爱国诗文,千古传诵。 请默写相关名句,完

成下列填空。

此题以“抒志向”为核心,从忧国、爱国、报国、赞
国四个维度,勾连学生积累的诗文内容,借助图式直

观地呈现阅读材料。 对于爱国诗文,学生已经有了

较为丰富的感知体验。 鉴于此,依据忧国、爱国、报
国、赞国四个方面分类呈现爱国诗文,使学生产生新

的体验,获得新的认知。
在组合情境中,多文本的勾连能够帮助学生再

次梳理、分析、比较、归纳、整合已有的学习经验,从
而形成更多元、更丰富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生按主题

整理诗文提供了学习方法指引。 该题不仅能检验学

生的学习成果,还能帮助其建立同类型文本间的新

链接。
3. 链接,实现“感性—理性”的思维跃迁

情境化命题应根植于教材,并以教材为原点进

行有效、有度、有类的延展运用。 通过链接语文要素

与文学作品创设情境,可以促使学生运用积累的读

书方法,提高完成任务的积极性,深化他们对文学作

品的认识和理解,做到融会贯通,实现“感性—理性”
的思维跃迁。

例 5:小小的扇子烙印着深深的中国印记。 六

(1)班的同学围绕“扇子里的中国”展开了语文实践

活动。
(1)为了布置展览,同学们准备了一组和“四大

名著”相关的扇子。 请你帮助他们给每把扇子贴上

标签。
A. 本扇面灵感选自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

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B. 本扇面灵感选自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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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扇面灵感选自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

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D. 本扇面灵感选自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

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2)同学们发现,小说中,扇子往往在表现人物

形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请你从以上四幅扇面

(图略)中任选一幅,说说这把扇子的作用。
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 情境化

命题以语言运用为钥,开启了思维能力、审美创造、
文化自信等隐性素养的发展之门,体现了课程整体

育人的理念。
(三)跨学科学习情境:以现实性强的阅读材料

引发问题讨论

设置跨学科学习情境旨在拓宽语文学习的渠

道,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多学科知

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语言文字运

用能力。
例 6:(材料一略)
材料二:据统计,2019 年,小学生近视率为 46. 6%,

初中生近视率为 71. 9% ,高中生近视率为 86. 1% ;
2020 年,小学生近视率上升到 61. 6% ,初中生近视

率为 80. 3% ,高中生近视率为 89. 3% 。
究其原因,约 40% 是用眼习惯不好,约 30% 是

经常看电视和使用电子产品,约 20% 是学习书本时
间较长,剩下的则是先天性遗传。

(1)数据统计图往往比单纯的文字说明更具直

观性。 请根据材料二的内容,将画 “ ” 和画

“”的内容分别绘制成合适的统计图。
(2)下列哪张图片(图略)为近视眼聚焦示意图?

( 　 　 )
如上所述,在以“近视”为话题的非连续性文本

阅读中,命题者在考查信息提取、整体感知、形成解

释、评价鉴赏、创意运用等语文学科能力的基础上,
还设计了两道跨学科题目。 第(1)题要求学生根据

文本内容,将文字说明改成合适的数据统计图,关联

了数学学科知识;第(2)题需要学生关联科学学科的

相关知识,在两幅图中选择正确的近视眼聚焦示意

图。 总体而言,命题者利用具有现实意义的阅读材

料统整跨学科知识,在考查语文能力的同时兼顾了

其他学科素养的发展。
除了以上几种策略,教师命题时还应考虑情境

一体化设计,即一份试卷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设计,
不同板块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突出整体性原则。
以往教师主要是从识记、阅读、写作入手命制试题,
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不高。 而在情境一体化设计中,
创设的情境与需要完成的任务间具有较高的匹配

度,试题的解答有实用价值,且各任务具备合理性、
逻辑性。 以宁波市镇海区 2023 年六年级毕业试卷

为例,该试卷设计了“寻找心中偶像”这一大情境,并
在大情境下分别设计了“童心绘楷模” “童心赞英

雄”“童心抒志向”三个子情境,每一个板块均包含

“积累与运用” “阅读” “表达”等类型的题目。 情境

一体化设计打破了原有的试卷内容结构,各板块不

再是固定的模式,而是越来越接近真实语文实践活

动的需要。 这也会是未来几年情境化命题的热门

思路。
总之,在课程与教学持续变革的当下,实施情境

化命题体现了评价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素养本

位转变。 在实践过程中,教师要深入探寻情境化命

题的内涵与价值,积极探索设计策略,加强循证研

究,提升命题效度,以保证“素养立意”测试旨归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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