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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策略探究

杨芙蓉
宁夏海原县第二小学Ǔ宁夏Ǔ中卫Ǔ755200

摘Ȟ要：在新课标背景下，单元整体教学模式能够为小学语文教育工作带来新的动力，教师在执行教学任务的过

程中可以将原本零散的知识要点进行整合汇总，帮助学生建立更为完善的学习思想理念，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

也能够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和思考。为此，教师需要根据每个单元的核心思想和主题特征，合理设计教学计划，能够制

定更为全面的教学目标，并设计出符合班级学生成长需求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可以更好的理解主题单元的思想内涵，

学生能够在这种完善系统化的学习环境中受益匪浅，在语文学科领域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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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新课标提出的背景下，教师需要改变以往

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将教学重点更多投

放在单元整体上，要改变以往专注于独立课时授课的工

作模式，而是需要在授课的过程中实现单元整体讲解，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落实开展新课标背景下的育人目标和

思想理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学所使用的教材通常

根据教育主题创建课程单元，十分注重落实整合思想理

念。这就需要教师改变以往的重细节、轻整体的教学思

路，而是需要注重将宝贵的教学经验和崭新的单元整合

教学理念加以融合，做到教学工作的张弛有度，既帮助

学生了解每节课程的语言技巧和思想内涵，又能够让学

生从整体的角度学习和掌握每个单元的核心要点。为

此，需要教师积极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钻研每个单元的精

髓内容，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单元整体教学方法，让学生

可以在语文学习中获得成长进步[1]。

1��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意义

1.1  优化语文教学结构
教师想要将单元整体教学工作更好地运用于小学语

文课堂中，便需要在前期的准备阶段深度钻研每个主题

单元的思想主旨和情感内涵，并对每篇文章作者的写作

特点加以多角度的分析，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优化现阶段

的教学内容，制定更为明确的单元教学目标。在正式授

课的时候，教师也能够依据学生实际情况运用适合的方

式引导学生掌握整个单元的知识内涵。这样不仅可以提

高教学效率，也能够避免出现单向且重复的知识灌输教

学模式[2]。

1.2  提高学生学习质量
单元整体教学工作的开展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探索

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建立更加完整的知识体

系，对于语文课程的理解能够更为深入，并在此期间掌

握更多语文学习要领。不仅如此，学生的知识迁移和运

用能力也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能够真正在语文领域中

得到更多的成就[3]。

2��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原则

2.1  整体性原则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能够将原本零散的知识点进行

良好归纳和重组，这非常有利于教师开展单元整体教学

工作，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也要从单元主题的角度展开

分析，进而构建更为完善的单元教学体系，实现教育内

容的良好衔接。

2.2  递进性原则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遵

循递进原则，在设计教学内容的时候，应该更加符合小

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发展规律，尽可能让单元内部每篇

课文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具有较强的衔接性，让每节课程

的内容能够相互呼应，更好地呈现出单元的整体性。为

了能够实现新旧教学内容的充分结合，教师在开展新课

程的时候能够运用比较阅读的方式来复习以往的学习内

容，让语文课程具备更强的整体性，也可以借此机会减

少学生混淆知识点或者遗漏知识点的情况，从根本上提

高了语文教育工作的质量[4]。

2.3  主体性原则
在崭新的教育理念下，以及新课标的要求下，教师

需要注重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够让单元整体

教育工作呈现出鲜明的优势，切实促进学生在小学学习

领域的发展。因此，教师在确定课堂内容的时候一定要

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加以思考，让学生在语文课堂中具

备更为深刻的学习体验，教师也能够借此机会获得事半

功倍的教学效率。相较于单篇教学模式而言，单元整体

教学工作的开展对于教师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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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也要做好配合，并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在

逐步推进单元整体教学后，师生关系可以更加融洽，在

课堂上也能够具备更高频率的交流沟通，学生会更加信

任教师，教师所传达的学习精神也能够更好地被学生接

纳。这样，教师也能够根据学生的反馈更好地优化单元

整体教育计划内容。

3��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策略

3.1  整合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
单元教学目标对于单元整体教学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作用，能够确保各项教学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避免出

现单元主题教学工作内容杂乱无章的情况。所以，小学

语文教师需要根据单元的核心思想确定更为科学的教育目

标，对单元主题以及每篇文章之间的逻辑关系加以分析，

让教学目标更为精细化和清晰化的呈现在学生的面前[5]。

比如，教师在讲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时候，最

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

生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以及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让学生充分吸收红色精神，这对于学生今后突破成长过

程中的困难，以及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要责任有着极大

的价值。为此，教师需要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

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运用自身的智慧体会到新中国建

设的伟大进程。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演讲比赛中，

每个学生要以“我爱我的祖国”为主题撰写演讲稿，并

在创作的过程中积极运用在本单元所学习到的知识和思

想，让稿件的内容更为充实，所要表述的情感更加真

挚，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在今后的

学习道路上也能够具备更强的责任感。

3.2  创建生活情境，提升教学质量
在新课标背景下，教师需要注重完善教学情境，让

原本枯燥的教学氛围变得更为生动有趣，并且要融入与

学生实际生活相贴合的教育元素，这样才能够在最大

程度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很多抽象的知识内涵也能够

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学生的面前，从根本上降低了

语文知识的学习难度。从小学语文教材的单元编排情况

来看，每个单元都有其鲜明的主题，而每个单元的文章

都是作者精心撰写的，其中蕴含丰富的哲理和丰沛的情

感，学生在阅读结束后能够得到心灵的洗礼，汲取更多

精神养分，这也是培养学生多种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

学生对于文字的审美理念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健全。因

此，教师需要根据每个主题的特色融合生活化的教学情

境，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效果更为出众[6]。

比如，教师在讲授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时候，需

要将学生带领到民间故事的精彩世界中，学生在本单元

中能够学习到《猎人海力布》的故事，了解到《牛郎织

女》的董人传说，充分感受到民间文学的智慧。教师需

要在教育工作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可以

自主探究民间故事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由于学生的

生活经验较为有限，教师可以设定小型情景剧的生活化

任务，让学生自由解足，将本单元中自己喜爱的情节作

为蓝本，自主开展表演编排活动。为了能够将故事当中

的情节更为真实的展现出来，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淋

漓尽致的演绎给大家，学生能够自主自觉的探究书本内

容，灵活运用肢体语言和叙述技巧，让海力布善良勇敢

的形象更好的展现出来，将牛郎织女动人的故事加以呈

现。这样既可以将整个单元的教学内容串联起来，又可

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民间故事智慧思想。

3.3  立足学生本身，设定单元任务
学习任务的制定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是引导学生进入正确学习方向的重要途径。所以，小学

语文教师要为每个单元设计切实可行的学习任务，让学

生可以实现潜能的激发，在参与语文学习的时候具备更

高的热情。需要注意的是，教师要合理控制任务难度，

一定要与学生的实际能力相互契合，这样才能够在强化

学生信心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运用能力[7]。

比如，教师在讲授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时候，可

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感兴趣的童话故事完成故

事创编任务。这既能激发学生的多项思维能力，又可

以深化学生对于童话故事的体会，学生对于故事主人公

的遭遇能够给予更多的同情，充分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

共鸣感。在此期间，教师需要给予学生较高的编创自由

度，确保学生能够时刻具备较高的参与热情。有的学生

会选择编创《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结局，认为原版小女

孩的遭遇太过悲惨，再重新编创的时候会让小女孩看见

卖祖母的场景也变为一场梦境，小女孩最终在好心人的

怀抱中醒来，并被好心人收养，在幸福和温暖中度过了

新年；有的学生会选择编创《那一定会很好》的内容，

让种子在成长为高大的树木后，为人们遮风挡雨或者结

出甜美的果实供给人们品尝等，这也能充分体现出要尽

己所能为他人做贡献的思想。这样，学生的思维能够变

得更加活跃，对于童话故事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

3.4  创新评价机制，促进学生进步
教学评价工作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现阶段的学习

情况，也可以让学生评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这样，教

师也可以更好的根据评价结果调整但愿整体教学工作的

方式，让语文教学工作的效果能够更好的展现出来。为

此，教师不能将教学与评价进行分割处理，而是需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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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塑造完善的教学环境深化学生的学习体验，让每个单

元的课程内容能够深入学生内心，学生才会拥有更为真

实全面的表现，教师在进行评价的时候也能够从中挖掘

出更多富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有助于教师改善传统的考

试评价方式，而能够将过程性评价良好的运用其中。在

此期间，教师也要运用多种评价手段，除了运用教师评价

之外，还要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评价缓解，更好地激发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为学生的成长进步奠定建设基础[8]。

比如，教师在讲授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时候，便

可以创新原本的评价机制，应该将更多的评价时间留给

学生，教师在最后进行总结性的评价。本单元主要为学

生展示了《亡羊补牢》、《揠苗助长》、《画杨桃》、

《小马过河》这四篇文章，都是具有人生道理的故事，

学生在阅读和钻研中能够获得深刻的体验，对于促进学

生心智的成熟有着较大的帮助。教师可以借此机会让学

生自主说出阅读结束后的感受，其他学生需要认真聆

听，并在学生讲述学术后由其他学生展开评价。有的学

生会重点对《画杨桃》这篇文章抒发自己的情感，在阅

读后认为其核心思想是不能从单一的角度看待问题，而

是需要不断调整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事物的全貌。有

的学生在听完这个观念后，会举手示意教师进行评价，

认为这篇文章不仅教导大家学会多视角的看待问题，也

要学会尊重他人的看法，不能盲目的跟从或者否定他人

的观点，而是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展开多方面的思

考。这样的评价方式能够让班级内部的学习氛围更为活

跃，教师可以对此进行补充，让学生在学会多视角看待

问题以及学会尊重他人想法的同时，也要在特定的环境

中肯定自己的想法，不要因为他人的看法而产生动摇。

这样，学生对于课程的理解会更为深刻，学生也有浓厚

的兴趣参与到后续三篇课文的看法表达中，每个学生对

于本单元的理解都能变得更为全面，能够从语文课程中

吸收更多的哲理内涵。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单元整体小学是一种崭新的教育理念和

教学模式，这对于贯彻落实新课标教学改革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这也是提高语文教学工作质量以及促进学生

全方面发展的关键措施。为此，小学语文教师需要着重

研读新课标理念思想，明确其中对于小学语文课程提出

的崭新要求，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贯彻落实单元整体教学

思想，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具备更为明确的思路，根

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单元教学计划，让每

个学生都能够在主题单元中得到思想的升华和能力的完

善，让语文教育工作能够展现出更大的价值，真正让学

生在语文课堂中实现思想的成熟和能力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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