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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成果分享
浅谈“故事语文”提升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策略
□临泉县城关街道顺河街小学  周洪涛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推进，故事在教学中运用的越来越广，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已经成
为语文课堂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故事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是吸引小学生参与语文互
动、发散思维的有效形式。在语文教学中，利用不同视角的故事资料参与的教学模式，可以
极大地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讲故事教学的一些实践，谈谈故事教学法（以下
称“故事语文”）的案例分析。
一、“故事语文”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1.“故事语文”在字词教学中的运用
中华字词内涵深远，如象形字与所描述的事物形象相似，同音字虽分辨困难，但与不同文字
组词后产生的感觉截然不同。在字词教学中，可以借助故事的形式，帮助学生区分相似字
词，加深记忆。例如，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时，“蝌蚪”两字相似且难写，教师可先引
导学生记住虫字旁，再画出小蝌蚪的形态，像“斗”字，而“蝌”中间多出的“禾”字，可
引导学生联想：“禾苗幼小，小蝌蚪也一样幼小。”对于易忘的点，如蝌蚪上的点，教师可
创建故事：“我们说过小蝌蚪像什么？”学生答：“禾苗。”教师继续：“那么小禾苗的种
子撒两粒在土里才会成长，小蝌蚪也有几粒小种子呀？”学生答：“两粒。”教师提醒：“
下次记得不要撒多了哟。”这样的故事不仅连贯，还能细节化错误点，帮助学生纠正对文字
的错误记忆。
2.“故事语文”在课文教学中的运用
部分小学生存在上课不敢说、说不连贯、说不完整等问题。故事教学法可以鼓励学生发言，
积极表达，同时整合语言，提高口语与书面语的表达能力。例如，在教学《寒号鸟》时，学
生可能对勤劳的人生更精彩的道理理解不够深刻。教师可让学生创编故事后续，设想喜鹊自
立自强、做事顾全大局，而寒号鸟懒惰、得过且过，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发生什么事。通
过分组活动，先在组内演练，再全班展示，不仅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还能强化他们的理解
与联想能力。
再如讲解《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时，教师可先提问：“雷锋是谁？雷锋叔叔到底在哪里？
”鼓励学生搜集雷锋的故事，在课堂上分享。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学生不仅锻炼了表达能
力，还加深了对雷锋乐于助人精神的理解。
3.“故事语文”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写作是小学生的一大难题。部分学生虽然能够完整写作，但故事内容虚假，表达技巧不足。
在写作任务布置后，教师可鼓励学生想一想与之相关的故事，培养写作思维能力。如作文标
题《我的童年》，涉及的时间范畴与故事范围较广，学生常不知从何下笔。教师可先导入名
人的童年故事，如鲁迅在桌子上刻“早”字提醒自己不迟到，爱迪生躲在鸡窝里孵小鸡等，
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对于语言匮乏的学生，可鼓励他们阅读寓言故事，积累语言
素材，为创作打好基础。
4.“故事语文”可营造情境气氛
语文知识点比较丰富，教学中不能总依赖于教材去互动，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声像系统，强
化学生的视听体验。如教学《泼水节》，教师让学生通读课文，然后就播放泼水节视频，学
生们读书时想象的泼水节与视频的内容有相似，也有出入，他们观看情景时，脑海中对泼水
节产生了向往之情，甚至想要参与其中，这时候再去进行泼水节的相关描述，学生们更愿意
听，也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完全以第一视角，让学生联想“如果你也是
傣族人，在泼水节的活动现场”，以此展开课堂议论，并鼓励学生联想“在泼水节的活动
中，周总理也在那里……”，还不等教师发问，学生们就已经表达了一连串的感想，这样的
视频情景故事，能够让学生感受更加深刻，产生对课文意犹未尽之感，课后学生们对于泼水
节的议论次数自然的增多了。
二、“故事语文”在作业设计中的运用
“故事语文”在作业设计中的应用是一种富有创意的教学方法，它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同时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以下是一些将故事语文运用到作业设计中的
方法：
故事创作：鼓励学生创作自己的短故事或续写经典故事。这可以锻炼学生的写作技巧和创新
思维。
角色扮演：让学生选择一个故事中的角色，并从这个角色的视角写一篇日记或信件。这有助
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角色和情节。
故事改编：要求学生将一个故事改编成不同的形式，如剧本、诗歌或新闻报道，这有助于学
生理解不同文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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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插图：让学生为故事创作插图或漫画，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能力，还能加深他们
对故事内容的理解。
故事表演：组织学生进行故事剧的表演，这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故事与现实联系：让学生探讨故事中的情节如何与现实世界相联系，以及故事对现实世界的
影响。
通过这些方法，教师可以设计出既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作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文学作品。
“故事语文”，是一种十分适用于小学并适用于语文课程的形式，故事与学生的年龄特点、
成长需求比较契合，教师只要寻求恰当的机会，在合理的时机下导入故事，就能够让课堂以
故事为线索，从浅入深，由外及里地理解知识点。教师应围绕素质教育思路，在故事教学实
践中，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感受，帮助学生提高认知。

季节变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
——以小班主题课程“秋天的魔法”为例
□合肥经开区绿城育华蒙泰幼儿园  朋  琪
秋天，一个美丽且丰收的季节，以其独特的季节特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在幼儿教育中，季
节变化不仅是自然环境的更迭，更是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明确指出，应让幼儿多接触大自然，感受和欣赏美丽景色。因此，针对小班幼儿对季节
变化感知模糊的特点，本研究依托绘本内容和户外课程，设计并实施了主题课程“秋天的魔
法”。本文旨在探讨季节变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通过具体的课程设计与实践，分析其对幼
儿认知、技能、情感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教师在课程设计、组织和反思能力的提升。
一、研究目的
在幼儿教育中，季节变化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通过捕捉日常活
动中的教育契机，在班级开展教育实践，设计并开展有关于秋季的主题活动，有助于提升幼
儿对季节变化的感知能力，促进幼儿认知、技能、情感的发展。同时，活动的开展也为教师
提供了实践反思的机会，有助于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和课程设计能力，推动幼儿教育的创新
发展。
二、研究过程
（一）课题起源
随着夏天的溜走，秋天悄然而至。天气陡然转凉，幼儿们穿起了长袖。在一次偶然的师幼对
话中，教师发现幼儿们对四季变换并不清楚，也不知道现在处于什么季节，更不能明确感知
不同季节的不同特点。这一发现引发了教师对幼儿生活经验缺失的关注，于是，根据所处的
秋季，设计并实施了此次主题课程——“秋天的魔法”。
（二）课题目标
本次主题课程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知季节变化，感受秋季独特的氛围；二
是通过绘本学习，了解秋天的两大“魔法”：硕果累累和落叶纷飞；三是知道天凉加衣，积
累一定季节变换方面的生活经验。
（三）课题设计
本次主题活动以“秋天的魔法”为主题，结合小班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设计了多个领域的
活动。活动设计以幼儿的经验水平和身心发展规律为起点和依据，旨在最大限度地促进幼儿
发展。具体活动设计包括“知秋”“赏秋”和“玩秋”三个环节。
（四）课题实施
知秋。在“知秋”环节，教师选择了绘本《魔法的秋天》作为活动载体。通过提问导入，激
发幼儿对秋季的兴趣，引导幼儿谈谈自己眼中的秋季。随后，教师讲解绘本内容，让幼儿了
解秋天的神奇魔法：硕果累累和落叶纷飞。通过绘本故事，幼儿对秋季的感知变得更加具象
化，为后续的赏秋和玩秋活动打下了基础。
赏秋。在“赏秋”环节，教师带领幼儿进入公园观察秋天的果实。以西府海棠和银杏果为学
习重点，引导幼儿通过视觉、触觉和嗅觉等多种感官来认识果子的外形以及特点。幼儿们在
银杏林里尽情玩耍，捡拾银杏叶，通过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积累了丰富的直接经验。
玩秋。在“玩秋”环节，教师组织幼儿开展艺术活动《秋叶项链》。幼儿进入公园后，拾捡
各种各样的树叶，运用扭扭棒将收集的树叶串起来，制作树叶项链。在活动中，幼儿通过“
捡”“串”等动作，锻炼了手指的精细动作，同时享受了自由创作的快乐，陶冶了审美情
操。
本次主题课程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幼儿认知、技能、情感的发展。在学习绘本故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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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幼儿对季节变换有了一定的理解，促进了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在赏秋和玩秋的活
动中，幼儿动手操作，捡树叶、捡果实、串树叶等动作，促进了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同
时，在活动中幼儿充分亲近自然，感受秋季的魅力，萌发了喜爱秋季、喜爱自然的积极情
感。

建构指向文化自信的革命单元学习任务群
□和县历阳镇第四小学  孙  玲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教材设计中，发挥着
重要的育人功能。革命传统文化题材类文本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以五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为例，探讨如何建构指向文化自信
的革命单元学习任务群，通过有效的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一、整体解读与单元学习目标
（一）整体解读
教学革命文化单元，需从整体入手，使课程内容情境化，让教师有结构地教，学生有关联地
学。要形成一个连贯的目标体系，共同指向“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把知
识学习、方法习得和能力培养的碎片化学习转化为对关键能力的整体培育。本单元以“责
任”为主题，安排了《古诗三首》《青山处处埋忠骨》《军神》《清贫》四篇课文。这些课
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旨在让学生在一次次的任务情境中，
感受先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单元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并体会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增强对革命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树立学
生的文化自信，提升小学语文教学效果与育人价值。
二、资源整合与学习任务建构
（一）资源整合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要求，我们需要阅读、欣赏革命领袖、革命
先烈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表现他们事迹的诗歌、小说、影视作品等，感受革命领袖、革命
先烈伟大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力量，认识生命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对本单元的资源进行整
合，包括课文、园地、习作以及相关的革命文化资料。
（二）学习任务建构
本单元的学习任务群可以设计为“我是革命文化传承人”，包括三个任务：一“品”，二“
颂”，三“分享”。
品：通过阅读课文和相关资料，品味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质，感受他们的内心世
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课文中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体会人物的内心，理解他们的
责任和担当。
颂：通过诵读、演讲、表演等形式，颂扬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
比赛、演讲比赛或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对革命文
化的理解和认同。
分享：通过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和心得体会，传播革命文化。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撰写
读后感、心得体会或制作手抄报等，然后在班级或学校范围内进行展示和交流。
三、任务驱动与单元学习活动
（一）读英雄人物故事，了解故事梗概
故事追踪，理清脉络。教师可以借助“鱼骨图”等工具，引导学生梳理故事脉络，概括主要
内容。通过理清故事的发展线索，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
情感共鸣，走进内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课文中的动作、语言、神态特写，结合上下文
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创设情境、语用训练等方式，让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
他们的责任和担当。
（二）资料与文本对接，体会人物内心
品内心，体会抉择之痛。教师可以通过引读、分读、对读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体会主人公的
内心世界。通过品味语言、感受情感，让学生理解主人公的抉择之痛和责任之重。
颂伟人，感悟伟大胸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抓住侧面描写等细节，进行练写和想象。通过运
用所学知识，让学生进一步感悟革命伟人的伟大胸怀和崇高精神。
（三）拓展英雄人物故事，迁移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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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声绘色讲述故事。教师可以创设真实的情境，引导学生转换角色讲述革命英雄人物的故
事。通过讲述故事，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革命历史，同时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主题实践活动，如参观革命纪念馆、祭奠革命先
烈等。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革命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建构指向文化自信的革命单元学习任务群是提升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通过整体
解读、资源整合和任务驱动三个方面的教学策略，我们可以有效地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让学
生在一次次的任务情境中感受先辈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和
实践活动，我们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文化自信，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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