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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兴趣,培养习惯,提升能力

———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作业设计与实践为例

●黄　芳

　　

[摘要]本文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作业设计与实践为例,浅谈在研究课标、教材和学情,

确定作业目标和形式的基础上,用创设情境、游戏体验、及时奖励、图文结合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

引导学生留心生活和向他们推荐阅读书目的形式,培养他们的识字和阅读习惯;用在作业例题中教授方法和

搭建支架的做法,考查他们学以致用的能力.笔者从激发兴趣、培养习惯和提升能力三个方面,探讨如何科

学合理地设计作业,以达到融合核心素养的理念,提高教学效果,给学生“减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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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

段。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语文教师要紧跟新课

程改革的步伐，更新教育教学观念，研究新课标、教材和学

情，科学合理地设计作业，以切实达到给学生减负、给教学

提效的目的。 本文以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的作业设计和实践为例，对其进行探索。

作业设计的依据

(一)研究课标和教材，明确作业目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理念，因此，作业

设计也要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等四

个方面的核心素养为目的来展开。 此外，新课标还指出第

一学段(１～２年级)的学生“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掌

握汉字的基本笔画”“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尝试

阅读整本书”等要求。 笔者以上述要求为指导，尽量在本

次作业设计中加以落实。

因此，笔者针对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编排了《天地人》《金木水火土》《口耳目》《日月水火》《对

韵歌》五篇识字课，运用了儿歌识字、看图识字、字理识

字、韵语识字等多种识字方法，要求学生认识“天、地、人

……”４０个汉字，会写“一、二、三……”１７个汉字，以及

“一、丨……”１０个笔画；背诵《金木水火土》《对韵歌》

这两篇课文和《咏鹅》这首古诗，掌握“从上到下”和“先

横后竖”的笔顺规则，区分“人”和“天”“口”和“田”

“日”和“目”这３组形近字；在大人的帮助下，阅读《小兔

子乖乖》，了解故事内容，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习惯。

根据新课标和教材的要求，笔者将本次作业目标确定

为：(１)检查学生对“横”“竖”“撇”“捺”“点”等十个笔画

的认识情况。 (２)检查学生对教材识字表中第一单元生字及

其词语的认识情况。 (３)检查学生对写字表中第一单元生字

书写的掌握情况。 (４)初步考查学生的分类意识和阅读理解

能力。 (５)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生活中识字。 (６)鼓励学

生广泛地开展课外阅读。 以上作业目标中，对汉字分类和

阅读理解短文的考查，鼓励学生在课外阅读、生活中识字，

培养其“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的核心素养；鼓励学生

广泛地开展课外阅读，既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又潜

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的“审美创造”。

(二)研究学情，确定作业形式

由于本次作业的适用对象是刚刚结束幼儿园生活，踏入

小学一年级的新生，他们习惯于各种游戏、活动等，没有做

作业的意识和习惯。 传统意义上的单调、枯燥、较难的习

题，很难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因此，对作业形式进行创

新很有必要。 以下是笔者对部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第

一单元的作业进行的设计尝试和实践。

作业设计与实践

(一)激发兴趣

１．创设情境，在游戏中体验学习的快乐

新课标提倡语文学习要“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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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幼小衔接”“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的学习设

计”，以学习任务群的形式展开学习。 因此，笔者创设了一

个小聪邀请大家玩游戏的情境，每个游戏板块就是一个作业

任务群，随着游戏的一步步推进，学生完成一个个题目。

这样寓教于乐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此外，本次作业的题目陈述并不是用传统作业中的生硬

的语言，而是以小聪的口吻，用交朋友、遇到困难需要帮忙

等方式，引导学生做题，拉近题目与学生的心理距离。 比

如，游戏一中的第二题：“(２)汉字宝宝们也想和你交朋友，

叫叫圆圈中的他们吧！”游戏三中的第三题：“(３)有几对汉

字朋友走散了，你能帮帮他们吗？ 照样子连起来。”……

２．及时评价，在奖励中收获成功的喜悦

与传统的做对一题得几分不同的是，本次作业用奖励小

红花和表扬、鼓励性话语的形式，对学生做题的情况进行反

馈。 每完成一个作业，学生会得到一个奖励章，完成一个

大的游戏以后，小聪还会表示感谢或夸赞，温馨提醒学生统

计小红花的个数，并鼓励学生继续进行游戏。 比如，在游

戏一结束后，小聪会这样说：“小朋友，你真棒！ 在第一个

游戏里，你获得了几个奖励章呢？ 赶紧写下来吧！ 接下来

的游戏等着你，继续加油哦！ 游戏一：(　　)个 ”。 游

戏结束后，根据小红花的数量，进行“授予称号”的仪式：

获得１６个奖励章的学生被授予“识字冠军”的荣誉称号；

获得１０～１５个奖励章的学生被授予“识字高手”的荣誉称

号；获得１～９个奖励章的学生被授予“识字能手”的荣誉

称号。 像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奖励，较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成

就感和自豪感，增强了他们的学习自信心。

３．多用图片，在图文中感受题目的有趣

一年级的学生以具体形象的思维为主，直观生动的图片

点缀使得题目更有趣。 比如，以下这道题目(见图１)，比传

统的单纯认读词语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例题：有些汉字宝宝真热情，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不远万

里，开着小火车，想来认识你，跟他们打打招呼吧！ (一个

)，详情请见图１。

图１　认读字词

(二)培养习惯

１．联系生活，建立自主识字的意识

新课标指出：第一学段(１～２年级)的学习任务之一是

“学习独立识字”“感知汉字与生活的联系”。 由此可见，

识字是一年级的主要学习任务。 培养学生的独立识字能

力，引导他们在生活中自主识字，在本次作业中有所体现。

比如，在游戏一的第二题中，笔者选取了《风很大》这本书

的封面、“天一阁”的牌匾、“８１５路公交车站牌”，圈出

“风”“天”“一”“站”“水”“三”“月”“口”“人”“二”十

个学过的生字，让学生认读。 结合书本封面、景点牌匾、

公交站牌等生活中的事物，认读圈出来的字，考查的是学生

对课文中生字的掌握情况。 为了了解学生的识字情况，笔

者还设计了一个较难的题目：“认读以上三张图片中的其他

汉字”。

参与做题的４０名学生全部认读出了圈出来的生字。 认

识课外生字的情况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其中认得最多的

是４４个，最少的是３个。 认识３０～４０个字的有７人，认识

２０～２９个字的有９人，认识１０～１９个字的有１３人，认识

５～９个字的有９人。 通过做这次作业，笔者了解到了班上

学生的认字情况，对于认字较少的学生，多鼓励他们，让他

们多留心生活中的汉字，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比如：公交站

牌、商店招牌、路牌、各类说明书、车票等事物上的生字，

可以请教长辈。 等到学生学会拼音后，还可以多读拼音读

物，遇到生字可以借助拼音自主识字，以增加自己的识

字量。

２．拓展延伸，培养课外阅读的习惯

新课标对第一学段(１～２年级)学生的阅读做了如下要

求：“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阅读浅近的童话、寓

言、故事”“尝试阅读整本书”。 遵照上述要求，笔者在本

次作业的最后，设计了一个“送礼”环节，详情请见图２。

图２　阅读礼包

对于作业最后的惊喜，学生表示很喜欢。 图２中的三

本唯美的书本封面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要

买或借上述三本书来看。 这样便达到了作业设计的目的。

(三)提升能力

１．教授方法，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作为入学仅一个月的一年级学生，他们缺乏做作业的意

识、习惯和经验。 因此，在设计每种不同类型的题目时，

笔者都加入了例题，既让学生在做题时有方法可循，又可以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考查他们运用方法的能力。

２．搭建支架，考查学以致用的能力

新课标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是“思维能力”。 为了体现这一核心素养，在本次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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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设计了以下作业：有些汉字宝宝忘了自己很久以前的样

子，你能照样子帮他们找到吗？ (一个 )，详情请见图３。

图３　认识象形字

在《日月水火》中，学生已经认识了“日”“月”“水”

“火”“山”“石”“田”“禾”这八个字，并了解了它们的象形

字。 因此，在本次作业中，除了考查学生对这八个汉字及

其象形字的掌握情况以外，笔者还增加了课外的“目”

“足”“人”“虫”这四个简单的汉字及其象形字，考查学生

对运用象形字识字的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情况。

本单元课文的编排除了教给学生利用象形字识字的方法

以外，还运用了韵语识字的方法，比如，《对韵歌》的编

排。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学生不仅认识了“对”“云”“雨”

“风”“花”“鸟”“虫”七个生字，掌握了“提”“撇折”“竖

折”三个笔画，会写“虫”“云”“山”三个生字，还简单了

解了对子歌的特点。 为了考查学生对表示数字的汉字的认

识情况(《金木水火土》和《语文园地一》中的“识字加油

站”部分已经学习了“一”至“十”的汉字)和理解、运用对

子的能力，笔者设计了以下题目。

例题：云对雨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来鸿对去燕，

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１)第１关：捉迷藏。 数字宝宝们藏在上面的文章中

了，你能圈出来吗？ (一个 )

(２)第２关：火眼金睛。“云”的朋友是“雨”，你能找

到“雪”“晚照”的朋友吗？ 照样子用“○”画出来。 (一

个 )

(３)第３关：小小裁判员。 下面的说法对吗？ 请在

(　　)里给对的打“√”。 (一个 )①云对风，雨对雪

(　　)；②岭北对江东(　　)。

本道题目出自《声律启蒙·一东》的前三句。《声律启

蒙》作为训练古代儿童掌握声韵格律的经典启蒙读物，它采

用了对子歌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来编写，从单字对、双字

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字对，对子的形式丰富多

样，声韵协调，朗朗上口，是考查学生对对子歌掌握情况的

好方式。 另外，学生通过做这道题，了解了《声律启蒙》这

本书，并表示想要继续朗读其剩余部分，这对于培养学生的

识字和理解能力，训练他们的语感，将大有裨益。

结束语

一年级是学生学习的起步阶段，如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在作业设计中融合核心素养的理

念，以提高其学习效率，切实达到给学生“减负”的目的，

是教师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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