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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标》）提出了“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概念，

它要求在多个学习领域中，用不少于 10% 的课时开展

跨学科学习，使跨学科学习充分发挥育人作用。

一、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与其他学科教学联系不够紧密

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虽然多数教师的理念发生了转

变，但对部分教师来说，显然并能不完全适应。对这些

教师来说，教学设计与作业设计往往都是从自己任教的

学科出发，提供的教学内容也停留在单一学科。

（二）学习活动较为枯燥，缺少生活性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目前聚焦教材和考

试的知识观一直占主导地位，线性的教学流程往往是单

向的，学生的学习活动脱离生活实际，学生的主体地位

得不到保障。

（三）学习场域开放性还需提升

儿童天生就是探究者，他们对未来世界充满好奇，

但是一直以来，课堂教学把他们束缚在学校封闭的空间

中，与社会脱节，这样的学习必然是死板的。

二、“融·统·趣·用”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概述                                 

“融·统·趣·用”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设计

（见右图 1）。研究倡导主题确定，立足语文本位，寻

找各科的“融”点；通过创设情境，在任务驱动中达到

各科项目的“统”整；在项目式学习中打破次元，通过

各类活动增“趣”；教学评价多元，讲究各科协同，特

别关注对学生语“用”的评价。 

三、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教学的意义

（一）“融”于语文，凝聚学科向心力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主题设定立足语文本位，将学

习任务融入语文综合性活动、语文园地、习作与口语交

际，能引导学生解决现实问题。在语文实践中，教师可

以指导学生用跨学科思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凝聚学科向心力。

（二）“统”设情境，增强学科整合力

将语文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等能力的培

养统整在同一个大情境中，促使学生借助各科知识技能解

决问题，最后帮助教师促进各科的教学水平协同提高。

（三）“趣”味相激，提升学科发展力

在项目活动中，教师可以组建学习共同体、开放学

习场域、开展主题活动，让学生对跨学科学习活动产生

浓厚的兴趣，并对主题活动有继续探究和实践的愿望，

提升学科发展力。

（四）语“用”为评，激发学科驱动力

以语用为基础的评价，能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原动力，

使他们对语文学习有兴趣、有目标，并在语文学习的真

实情境中激发挑战欲望，促进学习内驱力的形成。

四、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

（一）语文本位，寻找“融”点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要求跨越学科界限，但任何一个

跨学科学习任务的设计，都不能脱离语文本位，教学的

重心始终要落在语言的感知运用上，并以提升学生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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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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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为目的。因此，立足语文本位并寻找“融”点才是

关键。

1.“融”于综合性学习

在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些单元安排了综合性

学习，综合性学习就是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融”点，

需要学生运用各科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四年级下册三单元“轻叩诗歌大门”就是综合性

学习，学生要收集名家诗歌，自己创作诗歌，给诗集命

名，绘制插图，以及对自己创作的诗歌进行创意诵读等。

这些活动涉及语文、音乐、美术、劳动等多学科领域，

能帮助学生实现跨学科学习。

2.“融”于口语交际

进行口语交际能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是教学的一

种策略和方式，也属于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范畴，

但是很多时候它与跨学科学习任务群融合在一起，如“我

是小小讲解员”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设计（见下表1）。

在五个任务中，学生既要立足语文本位，学会如何有条

理地介绍一处景色，又要在拍摄、剪辑视频的过程中学

会运用信息技术，同时还要通过绘制小报，提升自己的

美术素养。

3.“融”于习作训练

习作考查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跨学科的习作能打

破语文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以单元习作为支点，以其他

学科为杠杆，使习作嵌入真实的情境，对跨学科习作进

行二次开发。教师可以将单元习作与劳技课内容整合在

一起，通过制作蛋挞、纸杯蛋糕、竹蜻蜓等，让学生在

真实的劳动情境中进行习作训练，实现跨学科学习。

4.“融”于语文园地

语文园地是教材的重要内容，是每单元训练重点的

总结、巩固和拓展，看似枯燥，但如果能利用好，往往

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六年级上册七单元在词句

段运用中安排了“压轴”“亮相”“行当”等词的学习

和运用。这些与戏曲有关的词语对学生来说是比较难理

解的，这时教师可以设计以下跨学科学习任务。

任务一：开展中国戏曲五大剧种小调查，为中国戏

曲发展史绘制时间轴；

任务二：欣赏《贵妃醉酒》《梁山伯与祝英台》《天

仙配》《杜十娘》《十面埋伏》等著名戏曲片段；

任务三：举办“我心目中的戏曲人物”故事会；

任务四：学唱《说唱脸谱》选段。

学生绘制时间轴，亲身实践，对“压轴”“行当”“有

板有眼”等词汇会有更加直观的理解，加上音乐、美术

等学科的融合，可以使中国戏曲以更生动的形象根植于

学生心中。

（二）任务驱动，项目“统”整

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

心，在强烈的问题驱动下开展自主探索与实践，这是一

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

1. 目标导向，三位一体

新课改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为核心，因此

无论是“唯知识”目标还是“唯能力”目标，都是片面的，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要做到目标维度三位一

体。在课堂上教师要根据核心目标创设适合的情境，让

学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完成任务，实现知识的内化，

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设计“遨游汉字王国”任务群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到街头纠错、创编小报等，既能实现对

语言文字的积累与梳理，又能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字的

情感。创编小报、收集处理信息、归类整理等这些活动

都可以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

2. 设计情境，统领项目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倡导以大情境统领各学科，引导

学生学会迁移与运用知识，指向不同学科，但又围绕核

心问题。

围绕“我的心爱之物”开展任务群学习，教师可以

设计如下情境：《国家宝藏》是一部大型纪录片，其中

的每一件宝贝都有自己的故事、来历，这些故事使得它

们更加珍贵。那么对你来说，哪一件物品是最珍贵的呢？

现在，我们班也要来创办一个“童年博物馆”，请你用

自己的方式向大家介绍一下你最珍贵的物品。

在这样一个大情境下，学生能展示图片、视频、实

物等。这样一来，语文学习就能在音乐、美术、信息科

技等学科的协同下真实开展。

主题 情境设计 任务群

我是小小
讲解员

同学们，亚运会将在杭州召开，届时，五湖四海的游客将涌入杭州，那么，
如果要你来担任亚运会的小小讲解员，你会如何介绍杭州呢？本单元的
学习，将会告诉你怎样做一名小小讲解员

任务一：结合课文《威尼斯的小艇》《牧场之
国》绘制思维导图，掌握介绍事物的方法

任务二：以视频方式介绍自己的家

任务三：搜索杭州的名胜古迹，用 PPT 来讲
解一处景色

任务四：开设场馆，展示各地风土人情的小报，
设置小小讲解员

任务五：书写体会性文章

表 1  “我是小小讲解员”跨学科学习任务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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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科进度，讲究一致

学生发展水平有两种，一种是现有水平，另一种是

可能的发展水平。大情境下的任务驱动，必须与学生的

知识经验相一致。如四年级上册习作为“写观察日记”，

学生开展“绿豆成长日记”活动，是基于科学课所学的

种子的“构造”。学生对胚根胚芽有所了解，那么用图

文形式来记录绿豆的成长立足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这样的拓展性任务，促成了各

科协同并进。

（三）打破次元，活动增“趣”

次元壁一般指二次元与三次元之间存在的现实沟通

的障碍，其本质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障碍，当这

个障碍被打破的时候，就称为突破了次元壁。语文学习

也应突破“次元壁”，让大语文观念深入人心，使语文

跨学科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1. 构建学习共同体

以学习任务为中心，构建学习共同体，组织学生进

行合作性、活动性、反思性的学习，让同伴互助互学，

共同成长。如六年级上册革命故事单元主要讲述革命故

事，但是对如今的孩子来说，革命故事是相对遥远的存

在。此时，教师可以让学生组建学习小组，去收集革命

故事，结合思维导图，组织“革命故事宣讲会”。在学

习共同体中，有的学生绘画技术好，可以负责画图；有

的学生电脑技术好，可以制作视频；有的学生表达能力

强，可以负责故事宣讲。在学习共同体中，学生们分工

合作，每个成员都有归属感。

2. 营造混合式场域

教室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域，开展跨学科学习则需

要打破这种传统布局，改变教室座位的布置。教师可以

根据学习任务的需要，将座位调整为 U 型、WIFI 型、

四人小组型等，让不同的位型在学习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同时教师还可以开放场域空间，带学生到校外图书馆、

博物馆、篮球场、茶楼、研学基地等地。学生有了生活

基础，再来进行表达交流就会十分流畅。

3. 开展主题式活动

主题活动是指在集体性活动中，以一个主题为线索

进行学习交流。与传统分科教学相比，主题活动更加灵

活，它可以根据时间、地点以及学生的兴趣来进行策划，

可以以班级、年级、甚至学校为单位来组织，也可以设

立一个大主题，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来完成。这种灵

活的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在学生学习

小说单元后，教师可以开展“阅书、读己，让时光慢下

来”主题活动，活动分为“师生共读”分享会、“我从

书中来”课本剧表演和“回声壁”趣配音三个阶段，这

样的主题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四）多元评价，聚焦语“用”

《新课标》指出，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多种

功能，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互

动，特别强调要进行过程性评价。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

评价需要各科协同，聚焦语“用”。

1. 各科协同评价，以语“用”为依据

语文跨学科学习的评价指向学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

完成任务的能力，强调各科知识技能的融会贯通，因此

对学生进行评价需要各科教师协同参与，这样对学生的

评价更专业更全面。如五年级跨学科作业：设计、制作

一个水钟，并使用说明方法介绍自己的水钟。这个活动

的评价，就需要科学、美术、劳动、语文教师合作打分，

但是无论是哪个学科，最终评价应聚焦语言文字的运用

与表达。

2. 设计量规评价，为语“用”构建支架

为了使评价更有效，发布跨学科学习任务之前，教

师需要制订量规，用来指导学生行动（如表 2）。

 评价量规
（语文）

有步骤介绍 有制作原理 有说明方法 有外形描写

星级

评价量规 记时正确（科学） 设计美观（美术）

星级

表 2  习作《水钟》评价表

因为在活动前已经设定了量规，所以学生在口头介

绍或写作过程中就有了方向，细化的量规为学生的习作

表达构建了支架，提供了方法指导。  

3. 跨越媒介评价，使语“用”生活化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纸质媒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求，因此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评价方式应多样化发

展。教师可以以公众号、朋友圈、抖音、班级群、小册

子、交流分享会、各类展板等形式来展示活动成果，鼓

励学生留言评论，使语言文字的运用更生活化，同时教

师、家长、同伴、网友的转发、点赞、评论也能对学生

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语言文字的无

穷魅力。

五、结语

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要引导学

生在具体的语言实践活动中，联结课堂内外，拓展学习

领域，结合各科知识，开展阅读、梳理、探究等活动，

让学生在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

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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