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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一体化
大单元作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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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教育的新方向——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核心

素养。提出了一种“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作业设计方法，旨在通过明确核心素养目标、整合

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及实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小学语文二年

级下册第三单元为例，具体阐述了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这一理念，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可

参考的现代教育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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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Core Qualit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tegrated
Large Unit Assignment Desig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w direction of education -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esign method of large unit

assignment integrating "teaching assessment", aiming at improv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comprehensively by clarifying core literacy objectives, integrating teaching content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diversifying evaluation methods. Taking the third unit of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econd grade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laborates how to implement this

idea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vides a new model of modern education for educators.

Key words: core literacy;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Large unit operation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教育不再

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终

身学习能力和适应未来社会挑战的核心素养

[1]。作业作为连接课堂与生活的桥梁，不仅巩

固了知识，更成为培养上述核心素养的重要途

径[2]。“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作业设计方

法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提出。这种方法强

调作业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特点，有助

于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提升

其核心素养。

1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一体化

大单元作业培养目标

1.1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塑造对学生形成独立

自主、深入且具批判性的思考模式至关重要[3]。

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能够理性地分析和评判

所接收信息的真实性与价值。例如，《神州谣》

这一课程内容便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教育机会。

通过设计相关作业，引导学生去搜集有关家乡

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的资料，进而进行对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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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形成个性化的观点，并通过书面或口头

方式表达。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

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更在无形中促进了他们

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1.2 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创新能力已然成为个

人和集体的核心竞争力[4]。因此，本研究期望

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任务，点燃学生的创新火

花，培养他们勇于尝试和持续探索的精神风貌。

在学习《传统节日》这一课后，可以激励学生

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节日进行深入探究，并尝试

采用富有创意的方式来展示节日的传统习俗。

比如，创作以节日为主题的画作、编撰节日相

关的故事，或是设计节日特色的游戏等。此类

作业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

受，更在创新性的实践中提升了他们的创造力。

1.3 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在未来社会和职场中，有效的团队协作无

疑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在作业设计

中融入团队协作的元素显得尤为重要。可以策

划小组形式的任务，如合作编制一份详尽的

《中国美食》介绍手册。在此过程中，学生将

学习到如何分工协作、沟通协调，以及如何妥

善解决团队内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种实践经历

将显著提升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2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一体化

大单元作业设计

2.1 整合教学内容

在设计大单元作业的过程中，对教学内容

的有效整合是至关重要的一步[5]。通过整合知

识点、技能点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够为学生

构建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体验，进而促

进其核心素养的提升。以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

第三单元为例，该单元的主题聚焦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内容包括《神州谣》《传统节日》

《“贝”的故事》和《中国美食》等篇章。为

了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整合与深化理解，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

第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线

索，将这四篇课文紧密串联起来。通过这一主

题线索，可以引导学生逐步深入了解中国的山

川地理特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汉字文化

的演变过程以及中国各地独特的美食特色。这

种组织方式有助于形成一个结构完整且逻辑

清晰的教学单元，进而更有效地推动学生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认知与深层次理解。

第二，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

在《神州谣》一文中，学生能够了解到中国的

地理特点和民族分布情况；而通过学习《传统

节日》，学生则进一步探索了节日的起源及其

相关的习俗。这两篇课文在内容上相互呼应，

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同时，

《“贝”的故事》和《中国美食》则分别从汉

字和美食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三，致力于融合技能点与情感态度价值

观。在教授这些课文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

如朗读、背诵等语言表达能力。同时，通过使

学生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努

力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精神，培养他们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2.2 创新教学方法

在“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作业设计中，

创新教学方法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环

节。通过采用新颖、多样的教学手段，可以更

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

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以下是结合小学语文二

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课文内容提出的两种创新

教学方法：

2.2.1 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乃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式，鼓励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探究和解决问

题来获取知识[5]。在本单元的教学中，可以设

计以“美丽中国”为主题的项目式学习活动。

学生可以分组进行，每组选择一个与课文内容

相关的主题，如“中国的山川美景”“传统节

日的习俗与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搜

集资料、整理信息、制作展示材料（如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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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或手绘海报），学生们不仅能够加深对课

文内容的理解，还能在实践中提升信息搜集与

处理能力、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

例如，在学习《神州谣》之后，学生可以

选择“中国的山川美景”为主题，搜集关于中

国著名山川的资料，整理成一份详尽的展示材

料。在学习《传统节日》之后，学生可以选择

一个感兴趣的节日，深入研究其起源、习俗和

文化内涵，并尝试制作一份节日小报或进行节

日习俗的展示。这种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还锻炼了他们的综合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2.2 情境教学

情境教学是一种通过创设生动、具体的场

景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情感体验的教学方

法。在本单元的教学中，可以根据课文内容创

设相应的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体验和

感悟。

例如，在教授《传统节日》时，可以模拟

春节、端午节等节日的场景，让学生通过角色

扮演、模拟表演等活动深入了解传统节日的习

俗和文化内涵。在模拟春节的场景中，学生可

以扮演家庭成员，一起贴春联、包饺子、放鞭

炮，体验春节的喜庆氛围和家庭团聚的温馨。

在模拟端午节的场景中，学生可以学习包粽子、

赛龙舟等传统习俗，感受端午节的独特魅力。

2.3 多元化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不仅有助于全面、客

观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还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以下是提出的多元化评价方

式的具体实施策略：

2.3.1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在评价学生的作业时，既要关注学生的最

终结果，也要重视他们在完成作业过程中的表

现。过程性评价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合

作精神、创新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

在完成《传统节日》的小组研究项目时，可以

通过观察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讨论、是否能够有

效合作、是否能够提出创新性的观点等方式来

进行评价。结果性评价则主要关注学生的作业

质量和知识点的掌握程度。通过二者结合的方

式，可以更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2.3.2 注重学生的核心素养表现

在评价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学生的核心素

养表现，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等。例如，在评价《神州谣》相关作业

时，可以通过观察学生是否能够独立思考并提

出自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看法，以此来评

价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在评价《中国美食》相

关作业时，可以通过观察学生是否能够创造性

地介绍家乡的美食，并尝试制作美食手册，以

此来评价他们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

观察学生在小组合作中的表现来评价他们的

团队协作能力。

2.3.3 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法

除了传统的书面评价和口头评价外，还可

以采用一些新颖的评价方法，如作品展示、自

我评价和同伴评价等。作品展示可以让学生将

自己的作业成果以展览或演讲的形式呈现出

来，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更可提

升其自信心。而自我评价与同伴评价，则有助

于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制

定更有效的学习计划。

3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一体化

大单元作业设计实践结果

3.1 设计亮点

3.1.1 跨学科融合的作业设计

在“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作业设计中，

跨学科融合是一个显著的亮点。通过打破学科

界限，将语文、历史、地理、艺术等多个学科

的知识和技能有机融合在作业中，学生能够更

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探索相关主题。例如，在

设计关于《神州谣》的作业时，可以让学生结

合地理知识，绘制一幅中国地图，并在地图上

标注出各个省份的著名山川和景点。这样的作

业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还锻炼了他们

的地理认知和艺术表现能力。

3.1.2 层次化的作业难度设计

考虑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作业设计还

体现了层次化的难度。通过设计不同难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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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任务，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挑战

水平上得到提升。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

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作业，如填空、选择等题型，

帮助他们巩固基本知识。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

生，则可以设计更具挑战性的作业，如撰写小

论文、进行创意设计等，以激发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1.3 技术融合的作业形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

元作业设计中，也充分利用了技术手段来丰富

作业形式。例如，利用在线平台进行作业的布

置、提交和批改，提高了作业处理的效率。同

时，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技术，为学生创造

一个身临其境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模拟的情

境中完成作业任务。这种技术融合的作业形式

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培养了他们的

信息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

3.2 不足与反思

在践行“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元作业设

计理念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

而，也暴露出了一些待改进之处，这些不足值

得我们进行深入反思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优

化。

在作业设计的环节，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的培养显得尤为关键，而当前这方面的工作仍

显薄弱。尽管已经在教学活动中嵌入了诸如故

事分享、课前演讲等口头表达类作业，但学生

的实际参与度及其表达水平尚未达到预期标

准。部分学生面临声音不够洪亮、语言表达不

够流畅、表述内容贫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

在从侧面反映出日常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供

的口头表达机会及相应指导的匮乏。因此，在

未来的教学活动中，应更加重视口头表达类作

业的精心设计与有效实施，为学生提供更为丰

富的表达平台与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从而助力

其口头表达能力的实质性提升。

此外，在作业设计过程中对课外阅读及其

分享的重视程度亦有待提高。尽管在大单元作

业设计中已经有机地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主题，并引导学生涉猎了相关书籍，但对学

生阅读的深度及阅读后分享的要求尚显模糊。

部分学生阅读时囫囵吞枣，未能深刻领会文本

内在意蕴，同时也未能积极与同窗、教师交流

阅读感悟。这种状况制约了学生通过阅读提升

核心素养的可能性。因此，今后的作业设计应

更加明晰地规定学生进行深度阅读与分享的

要求，并设立相应的评价准则与激励机制，以

促进学生养成优良的阅读习惯与分享习惯。

针对上述不足，提出以下改进措施：第一，

强化口头表达类作业的设计与实施，为学生提

供更多锻炼机会与有效反馈；第二，明确课外

阅读及其分享的具体要求与标准，引导学生进

行深入阅读与积极分享。同时，将持续关注学

生的学业需求与兴趣点，不断优化作业设计，

以更好地契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通过深刻的反思与针对性地改进，有望进

一步提升“教学评”一体化大单元作业设计的

整体质量与实效，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

更为坚实的支撑。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教学评”一体化的大单

元作业设计，学生能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提

升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核

心素养。本文以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明确核心素养目标、整

合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以及实现评价方式

的多元化来落实这一设计理念。实践表明，这

种方法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其全面发展。未来，教

育工作者可以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这一方法，使

之成为培养未来人才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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