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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创新素养测评的
语文情境化命题探索

马振英

　 　 【摘　 要】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发展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 情境化命题能充分发挥命题的诊断、激励、改
善功能,促进学生创新素养的发展。 文章针对当下语文命题存在的问题,构建情境化命题框架,从命题立意、
情境创设、任务设计以及评分标准制定四个方面,对语文情境化命题策略进行探讨。
　 　 【关键词】情境化命题;创新素养;策略

　 　 创新素养是新时代核心素养的“核心”,促进创
新素养发展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科教学的重要任务。
素养立意的情境化命题追求面向真实情境的意义创
生。 语文情境化命题应聚焦学科核心概念,整体把
握学科内容的结构性和关联性,创设典型的真实任
务情境,为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丰富资源和
广阔空间,以充分发挥命题诊断、激励、改善功能,实
现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发展的目标。

一、当下语文命题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先行”的命题忽视创新素养发展

目前,“知识先行”的命题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导
致考知识、教知识、背知识恶性循环,教师为知识而
教,学生为分数而学,知识教学与学生自身行为、生
活实践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严重割裂,创新
素养被忽略,课程失去应有的价值。 学生思维僵化,
容易产生厌学、焦虑等负面情绪。

(二)情境创设不利于创新素养发展

在情境化试题中,学生解决问题最直接的吸引
力是由情境决定的。 目前的语文试题存在情境老
旧,与现实生活关联度低,完成情境任务所需的知
识、能力、方法与学生创新素养发展需求不匹配等问
题,无法为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提供足够的空间,
不利于知识的迁移应用与创生,更不能促进创新思
维的发展及创新能力的形成。

(三)任务指向很难反映创新素养水平

创新素养立意的命题需提出较为开放的情境任
务,有较高的思维含量。 命题的任务指向决定了课
程质量检测的层次。 目前语文命题任务指向层次偏
低,偏重于知识记忆,忽略了思维尤其是高阶思维能
力的检测;任务倾向于照本宣科,缺乏创新性、挑战
性,很难反映学生创新能力的真实水平。

总之,如何通过情境化命题促进创新素养发展,

仍是困扰一线教师的难题。
二、促进创新素养发展的情境化命题策略
语文情境化命题首先要搭建能促进创新素养发

展的命题框架(如图 1 所示)。 该框架中,培养创新
素养是命题的起点和归宿。 基于学生创新素养发展
要求,围绕课程目标,依据课程内容和学业质量标
准,创设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境,找准切入点,设
计出能检测创新素养发展情况的实际问题;让学生
调动已有知识储备,通过分析、判断、关联、整合,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展现自己的创新素养发展水平。

图 1　 促进创新素养发展的情境化命题框架

依据该框架,小学语文情境化命题要以创新素
养发展为导向,基于现实生活创设任务情境,提出有
挑战性的实际问题,为学生展示创新素养提供空间。
具体说来,要根据情境化命题过程主要环节,从命题
立意、情境创设、任务设计、评价标准制定四个方面
检测评价学生创新素养发展水平。

(一)命题立意应关注学科核心概念的创新价值

指向创新素养发展的语文情境化命题,要依据
学业质量标准,重点关注学科核心概念,深入挖掘其
中蕴含的创新价值,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实际问题,引
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对命题材料进行辨识与判
断、分析与综合、探究与构建,重点关注学生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
新思维品质与人格特征。

例 1(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晓明收藏了一枚
2022 年冬奥会徽章,内容选自《西游记》第 48 回《魔
弄寒风飘大雪,僧思拜佛履层冰》。 请结合徽章及所
学知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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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游记》第 48 回这样描写通天河:“曲沼结
棱层,深渊重迭沍(hù)。 通天阔水更无波,皎洁冰漫
如陆路。”当你阅读这段文字时,联想到了哪句诗词?

(2)八月飘雪,冰封通天河。 唐僧师徒着急过
河。 悟空去化斋前,为防万一,以唐僧为圆心画了个
圈子,并对该圈施以法术来保护唐僧。 但猪八戒认
为多此一举,怂恿唐僧继续向前,结果中了妖怪之
计。 假如你是孙悟空,会采取什么办法保护唐僧,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

(3)唐朝时,唐僧师徒克服艰难险阻,去往西天
取经;2022 年冬奥会,我国奥运健儿奋力拼搏,勇夺
桂冠。 从古至今,有一种精神在传承,这是什么精
神? 请结合实例说明。

依据语文核心素养中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字及
作品,获得较为丰富的审美体验”等要求,联系第三
学段关于阅读的学业质量要求,结合单元主题“感受
中国古典名著的魅力”,我们设计了三个检测任务。
任务一:由名著中的环境描写延展开去,检测学生阅
读联想、创造想象与诗词积累的素养。 任务二:要求
学生代入孙悟空这一角色,运用创造性思维设计问
题解决策略,并运用语言文字把自己的创想描述清
楚。 任务三:将情境中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元素关
联起来提出问题,考查学生提取信息、分析问题、概
括提炼、阐释说明的能力。 学生要完成这三个任务,
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素养。

(二)命题情境应追求解决实际问题

1. 选择情境素材,寻找结合点。 命题材料的选
择要充分体现语文课程特点,能够承载语言文字运
用实践中的真实问题,为学生调动既有的知识资源,
多维度、综合性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提供支架。
这就要求命题者精准把握创新素养的内涵和外延,找
准创新素养表现与情境素材之间的结合点,为考查学
生多维度、多视角解决问题的创新素养提供可能。

例 2(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2022 年春晚一经
播出,《只此青绿》这一节目圈粉无数。 “青绿”是什
么? 在宋朝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青绿”
是精妙的绘画技法,是一股向上的少年心气。 在《只
此青绿》的舞者心中,“青绿”是“湖上一回首,山青
卷白云”的恬淡,是“心有丘壑,眼存山河”的心境。
请结合《千里江山图》和《只此青绿》剧照,联系生活
体验,写写你心中的“青绿”是什么。

该命题以“坚定文化自信,培植家国情怀”为立
意,选取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春晚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剧照两件素材,创设了比较辨析、提炼阐述
自己心中的“青绿”的任务情境,将“青绿”作为创新

素养表现与情境创设的关联点,为学生联系生活经
验、进行比较辨析、提炼概括与创意表达提供了开阔
空间。 学生需要融合形象思维、发散思维和批判性
思维,阐述自己的独特体验与思考。 在此过程中,文
化自信、家国情怀也润物无声地融于其中。

2. 创设情境,展开描述。 采用模拟、迁移、链接、
关联、还原、整合等策略创设典型、复杂的真实情境,
将文字、图表、漫画等多种形式结合,对情境进行新
颖、有吸引力的描述,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
热情。

例 3(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请你根据下面三
则材料,为学校布置一期主题橱窗。 (限于篇幅,材
料部分文字省略)

【材料一】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 ……
……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

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材料二】某年我国 18 ~ 70 岁国民人均每天在

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上的时间分配表。

读书时间 看报时间 看电视时间

15. 38 分钟 18. 91 分钟 98. 85 分钟

　 　 【材料三】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
的大脑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对于习惯电
视画面的孩子,阅读纸质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
法忍受的,因为它无法适应他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1)请你为本次主题橱窗起个名字,说说打算设
计几个栏目,并说明理由。

(2)如果由你担任本次主题橱窗的讲解员,请根
据设计思路和所学的讲解方法,拟定讲解词。

该命题选择了三则与读书相关的材料,将文字、
表格相结合,创设了一个典型的复杂情境,为学生创
造性解决问题搭建了支架。 学生需要在问题解决的
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创意策划、创意表达与口语交际能
力,而这些都是创新素养在语文素养中的具体表现。

(三)任务指向应凸显创新思维

依据学业质量标准,语文情境化命题的任务指
向应高度关注学生联想与想象、转换与迁移、发散与
逆向、直觉与灵感等创新思维的运用,使学生创新思
维得到充分发展。

例 4(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2000 多年前,先贤屈
原曾以《天问》叩问苍穹。 如今,“天问”探火、“嫦娥”揽
月、“神舟”飞天、“夸父”逐日……中国航天人脚踏大
地,仰望星空,将中国式浪漫写满太空(见下页表)。

中国航天器的名字太有创意了。 请结合中国传
统文化与生活常识,给“地月专用中继通信卫星”起
个名字,写在括号内,说说你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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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项目 名字

太阳监测计划 夸父

气象卫星 风云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

月球探测工程 嫦娥

地月专用中继通信卫星 (　 　 )

　 　 该命题引导学生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生活
常识,关联现代航天科技发展,给航天器起有创意的
名字,任务指向极具发散性和创新性。 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学生能感受到中国人从古至今追求创新、
仰望星空的勇气和浪漫,从而坚定文化自信。

例 5(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欣赏下面一首诗,
并回答问题。

弧线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1)《弧线》描写了生活中的四幅画面。 给诗配
画,这四幅画面分别是:
鸟儿风中翻舞 海浪起伏

　 　 (2)仿照例子,基于诗句提一个能打开想象的问
题,并回答这个问题。

示例:
原文:葡萄藤因幻想 / 而延伸的触丝。
提问:葡萄藤幻想什么?
回答:葡萄藤幻想自己越长越大,枝繁叶茂,结

出累累硕果。
(3)请发挥你的创意,选择一种事物续写《弧线》。
该题任务一考查学生画面想象和概括能力,尚

属基础层面。 任务二则开始聚焦高阶思维,考查学
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 任务
三则更进一步,由阅读鉴赏跨入创意表达,更能展现
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

(四)评分标准应聚焦创新素养评价

语文情境化命题的评价标准制定,更应聚焦学
生的创新素养发展,对学生解决问题过程中展现出
的创新素养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比如针对上面提
到的例 5 任务三“请发挥你的创意,选择一种事物续
写《弧线》”,即可研制如下评分标准进行测评:

评价指标 样态描述

表现水平

水平 A
(4 分)

水平 B
(2 ~ 3 分)

水平 C
(0 ~ 1 分)

创新思维

语言表达

联想到 呈

现弧线 特

征的其 他

事物或 场

景,思维独

特,具有变

通性,能在

寻常事 物

中发现 新

观 念。 语

言富有 表

现 力、 创

造力。

选择 的 事

物令 人 耳

目一新,想
象新奇,描
写角 度 新

颖独特,逻
辑 性 强。
语言顺畅,
表现力强。

选择的 事

物比较 新

颖,描述符

合逻辑,语
言 比 较

通顺。

选 择 了

一 种 事

物 进 行

描 述, 表

达 不 够

清 晰、 明

白。 　

　 　 该题例中评分标准分为三个部分:评价指标、样
态描述和表现水平。 从“创新思维” “语言表达”两
个维度测评学生创新素养的关键表现。 不同水平之
间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想象是否新奇、描写是否新
颖独特上,能客观地反映出学生创新素养发展层次。

语文情境化命题中的创新素养测评是一个崭新
的课题,既需要从课程目标着眼形成宏观思路,又需
要从测评实际出发探索切实可行的命题策略,还需
要紧扣学科特点,考查学生创造性地运用语文知识
技能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何通过情境化
命题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发展,还需要我们
继续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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