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点题

首都
教育

责编：常悦 责校：朱福全 美编：刘志军 版式：王瑞华

2023年 5月 23日 星期二B4 E-mail：jiaoshikan@126.com研修天地

■研修动态学习任务群的“为”与“不为” 20省市教师切磋
数字博悟课

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语文课程内容，在我国语文课程建设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给语文课程改革带
来新气象的同时，也让广大教师在课程实施中难免遇到挑战。近日，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学
院召开“语文学习任务群教学研讨会”，组织全市200余名小初高学段语文教师与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研讨“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实践路径。

5月18日，“数字博悟 赋能
未来”国家级教学成果推广暨数
字博悟平台使用交流研讨会在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召开。
来自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教师通过线上线下参加会议，
共同探索博悟课程的教育新模
式，共同构建教育新生态。

2018 年，史家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博悟课程的开发与
实践》项目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此后，该校教师继
续深入该课程的内涵挖掘，并
积极推广教学成果。近年来，
西安市和南宁市作为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
区，通过成果汇报、课例展示、
专家点评等多种形式展示了区
域内学校通过推广应用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孵化出的本土教
学成果。

当天，西安高新第三小学李
羽老师和南宁市衡阳路小学鹿
璐老师分别进行了《屋檐上的守
护者》和《桂十味——罗汉果》的
博悟课程教学片段展示。史家
小学副校长郭志滨和教师梁晨
展示了《甲骨文》和《向阳而飞》
两节博悟数字精品课程。

从研发至今，博悟课程已经
经历了从 1.0 到 4.0 的迭代升
级。学校以博悟数字精品课程
平台为依托，致力于利用新技术
转变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
式，进而不断探索教育新模式、
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新生态。
会上，史家小学党总支书记、校
长洪伟以《数字博悟 赋能未来》
为主题，讲述了史家教育集团聚
焦数字资源，谋划智慧校园，让
小学课堂以数字化的形式连线
博物馆殿堂的具体实践。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
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贾美华
充分肯定了史家小学博物馆课
程的开发与创新，实现博物馆
功能从展陈中心到文化中心、
教育中心的转变，从博悟1.0到
4.0，关注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和
内容的丰富性、时政性，实现教
学资源与课后服务的有效衔
接，数字化平台为学生学习提
供极好的学习空间。她认为，
会上呈现的四节展示课很好地
凸显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
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的研究，立足新课程标准进行
了有效的课堂教学设计，充分
彰显基于核心素养的培育，把碎
片化的信息整合成大概念、大观
点的育人主题，基于儿童生活逻
辑，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
长在活动中。

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党
委书记郭鸿指出，未来美好生活
中的基础教育，一定是通过数字
技术赋能的基础教育，一定是跨
界融合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教育，一定是消除传统与现代
之间壁垒的基础教育。实施智
慧博悟数字平台的建设，让文
物活起来，为基础教育事业创
新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能，将
成为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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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初高教师共研“阅读与表达”

□□文文//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常悦常悦

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和《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
年修订）》中，“阅读与表达”相
关的学习任务群占据相当比
重。此次研讨会上，6 名来自
一线的骨干教师就聚焦这一
重点，进行了公开课展示。

在小学分会场，中关村一
小张海宏老师紧抓“文学阅
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
展示部编版语文教材四年级
下册《短诗三首》教学课堂实
践，引导学生在生动的学习
活动中，借想象之翼，让诗意
飞翔，从而体会诗歌的韵味，
感受诗歌的魅力。北京景山
学校徐蕾老师以部编版语文
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为
例，展示她在“实用性阅读与
交流”单元教学设计中的具
体做法。她结合学校的科学
节活动，通过开展主题为“探
索自然奥秘·讲述自然故事”
的观察日记展示活动，让学
生感受连续细致的观察和准
确生动的表达，带领学生学
会对周围生活全方位的观察
方法和技巧。

在初中分会场，陈经纶中
学帝景分校游英乔老师通过
对部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下
册第五单元阅读课进行教学
设计展示，显示了她基于“文
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视
角的教学实践。她引导学生
亲自种下或观察植物，记录

“我的心绪日记”，并选择给自
己带来启迪的自然景物，在观
察日记的基础上，绘制由自然
之物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

“思维路线图”，撰写托物言志
的文段，借自然之物抒写自己
的志趣感悟。在同一单元的
教学中，人大附中分校汪雯老
师依托“春夏物语”摄影展活
动这一核心活动，以大自然为
课堂进行读写整合教学，引导
启 迪 学 生 去 感 受 大 自 然 的

美。她通过“物言心志解物
象”“物为心语抒己怀”“物传
心声描情态”“春夏物语”活动
课四个课段，让学生在活动中
感受自然之美，从而践行本单
元“观植物之美，启人生哲
思”的主题。

在高中分会场，北师大二
附中两位教师进行了展示。
任萍老师以《拿好我的麦克
风》为题，展示了如何把“思辨
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教学有
效地融入高一语文“时评读
写”课堂教学实践中。她从

“如何寻找评论角度”出发，通
过对“见义勇为被网暴”这一
新闻事件的渐进式了解，引导
学生学会在全面观察中理性
辩证地看待问题，并通过联系
比较，建构思维逻辑，引导学
生自己总结出寻找评论角度
的方法，实现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郭翠翠老师在讲授《谏逐
客书》时，通过探究李斯“谏逐
客”的目的、对象、内容和策
略，让学生充分理解李斯进谏
成功的过程和原因，学会阅读
实用性文本的路径和方法。
以文体特征作为切入点，结合
文言知识，理清文脉，引导学
生关注李斯之“善说”，在学以
致用的基础上充分理解“善
说”的实用性和艺术性。

在总结发言中，北京教育
学院人文与外语教育学院院
长邸磊指出，学习任务群教学
关键是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
线，以学习任务为载体，引导
学生开展积极的语言实践活
动，促进学生语文学习方式的
转变。本次研讨会旨在解决
一线教师们存在的困惑和问
题，通过不断强化对于课程改
革的深入理解实现教育教学
提质增效的目的，切实加强教
师对学习任务群的理解和运
用，从而更好地指导课堂教学
实践。

避免“形式丰满而效果骨感”

■新课标新教研

课例展示

李煜晖（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纸面上的“语文学
习任务”是对语文实践活动的
内容和方式的说明；实践层面
的“语文学习任务”是学习的
动力来源、目标指向、内容规
约和评价依据。情境化、结构
化、有挑战的语文学习任务，
能够促进语文知识和语文能
力的协同发展，提高学生解决
问题的创造性和价值判断力。

通过对近五年在期刊中发
表的百余篇课例进行分析发现，
教师设计实施语文学习任务，依
托的载体形式主要包括作家作
品、学术文献等课内外文本资
源，图标等信息处理工具以及竞
赛、表演等学生活动。教师只有
准确把握教学实践样态的范畴
归属，深入理解语文教学的目标
定位，并充分考虑课文文本特

征和学生实际情况，才能用好
这些载体形式。

比如在使用文本资源时，
教师要首先基于课文本身或单
元现有文本设计任务，如果引
入课外文本，必须充分论证其
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教
师必须提供特定的课外文本，
才能保证课文解读的准确和深
入。另一方面，学生应当对课
文甚至整个单元做足功课，真
正产生了拓展阅读或专题研讨
的需要，初步具备实现需要的
知识储备和语文能力。只有把
课外文本纳入学习人物设计视
野，才能获得更宽广、更上位的
认识。拓展阅读或专题研讨等
更高难度的教学活动，应该是
水到渠成的客观结果，而不仅
仅是停留在教师自己的主观意
愿层面。

明确教学“在哪”和“去哪”
顾之川（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审）：语文教学要区分基本
任务：重要任务和必要任务。
基本任务是培养语言文字的
运用能力，即听、说、读、写的
能力；重要任务是文化自信；
必要任务是思维发展、文学审
美。这丝毫没有轻视文化自
信、思维发展和文学审美的意
思，因为这些不是语文学科独
有的任务，是由中小学各学科
共同承担的任务。语文教学应
以培养语言运用能力为主线，
从语言文字运用出发，在丰富
的语言实践中，将文化自信教
育、思维发展教育和文学审美
教育融会其中，最后还必须再
回到语言文字运用教育上。

学习任务群始见于普通高
中课标，普通高中有18个学习
任务群，义务教育新课标简化
为6个。学习任务群以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
文实践为主线，以学习任务为
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学
习任务群不是语文知识“点”的
解析，不是语文能力的逐项训
练，更不是简单线性的排列和
连接，而是以“引领高中语文教
学改革，改变大量讲解分析的
教学模式”为宗旨。

在进行任务群教学时，教
师应当注意明确目标，想清楚

“在哪”和“去哪”的问题。通过
“高度”“角度”“梯度”确定教学
目标，在“阅读”“悟法”“拓展练
习”“运用创作”的过程中，有规
律地发展形成核心素养。任务
群教学中的“扩容习得”应以教
材为基准，不断从横向纵向等
多个维度，扩充学生的知识容
量，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在不断
地练习中强化，而非进行简单
地概念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