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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有两个，一是根据需要

收集资料，初步学习整理资料

的方法；二是合作编写诗集，

举办诗歌朗诵会。学生创编诗

集、鉴赏诗歌，这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也是

对学生审美创造能力的提升，

通过活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

文化自信。而小组合作创编诗

集，也是对学生合作探究能力

的培养，活动过程融合了多个

语文核心素养。

3．制订计划，推进活动执行

明确了目标和任务，制订

一个细致的计划是综合性学

习活动的关键。教师要综合考

虑活动推进，安排好活动的时

间、形式，提供活动资源，并在

活动过程中做好指导和评价。

（1）安排活动时间

综合性学习活动贯穿于整

个单元的课程学习中，因此要

综合考虑活动中的各种因素，

统筹安排活动的时间节点、时

间跨度等。具体安排如下——

活动一：摘抄。从本单元第

一课开始启动活动，布置摘抄

任务，持续一周，要求学生每天

摘抄三篇喜欢的诗歌。活动二：

诵读。从第十课开始启动，利用

每天课前两分钟的时间，让学

生读一读摘抄的诗歌，持续一

周。活动三：写诗。第十一课课

后活动要求学生试着当个“小

诗人”写写诗，借此启动创作诗

歌的活动。活动四：编诗集。从

第十二课开始，教师展示以前

学生编写的优秀诗集，并指导

学生自由组队编写诗集。活动

五：展评。在晨读课上安排诗集

的展示、朗诵和评选活动。

（2）确定小组分工

教师指导学生分组，明确

小组名称、编写内容、截止时

间等。至于如何分工，可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提供活动资源

教师要根据活动计划，为

学生提供资源，帮助学生建立

学习资源库，更多的资源则需

要学生自行搜集。

三、重视评价，提升综合性

学习整体质量

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关

注学生学习效果，结合过程性

评价和激励机制来提高学习

质量。

1．适时过程指导，加强评

价的导向作用

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不

仅是设计者的角色，也是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助手。在活动前

给予方向的指引，在活动中对

学生阶段性成果进行指导、纠

正，这样最终的成果才能得到

保证。

2．借助激励机制，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

在活动中，增加激励机制

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效

率。在活动中可以采用语言评

价激励和荣誉颁奖的形式。语

言激励适用于学生活动的阶段

性过程中，包括书面的摘抄、

口头的朗读，以及小组同学之

间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等

方面，教师多给予口头赞扬；

荣誉奖励可体现在活动的展示

阶段，教师对学生的最终活动

成果颁发奖状。

3．总结活动经验，发挥评

价的导向功能

在 完 成一 个单元的 任 务

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本单元

的学习活动进行总结、评价和

反思。根据单元学习目标，结合

语文核心素养，设计单元评价

量表，通过学生自评和师评相

结合的方式对本单元的学习做

一个总结评价。评价的过程也

是学生自我反思提升的过程。

以 上 是笔 者在单元 视 角

下，以 四 年 级下册 第 三 单元

“轻叩诗歌的大门”为例，初

步梳理、总结了综合性学习的

实施策略，立足大单元，厘清

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以任

务驱动，发挥多元评价功能，

系统 推 进 综 合 性学习。随着

新课标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

以主题式、实践性、项目化为

主要 特 征的综合 性学习会 越

来越受到重视，在今后的教学

实践中，我们要不断地实践总

结，举一反三，在大单元教学

中探索更有效的综合性学习方

法，让学生在综合性学习实践

中不断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