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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钻：《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理解与实施》

整理：建瓯市实验小学 叶淑洪

网址：

https://appxwakg8cj8903.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2d0c6c8e4b0eca59c16060f?type=2&pro_id=p_62c3b148e4b

00a4f37222a3f&app_id=appxwAKG8CJ890

一、价值理解：

1.概念界定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是指通过在日常的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对

实用性文本进行阅读与学习，形成属于学生自己的理解，并且对日常的学习以及

社交生活中所采用的交流以及写作方式进行练习。

2.实用性阅读和实用性写作的外延：

实用性文本-(阅读) ：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的短文等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标牌、图示、说明书等，说明、叙写大自然的短文等参观访问

记、考察报告、科技说明文、科学家小传等，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文等。

实用性文体-(应用文）：请假条、留言条、借条、收条、领条、申请书、倡

议书、决心书、建议书、书信、感谢信、表扬信、日记、读书笔记、演讲稿、短

消息、寻物启事、毕业赠言、通知、总结、会议记录、调查报告、计划、报导稿、……

3.课程标准中设计本任务群的目的：

本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通过倾听、阅读、观察，获

取、整合有价值的信息，根据具体交际情境和交流对象，清楚得体表达，有效传

递信息，满足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交流沟通需要。

4.强调：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跟过去的实用性文本、非连续性文本的阅

读，以及日常应用文写作、日常口语交际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学习任务群，绝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着全新的内涵。

5.实用性阅读与交流的“实”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有用性 可用性 效用性（可延伸到其他学科）

6.“实用性阅读”应该引导学生学什么方法策略?

信息提取 速读 信息检索 略读 信息分析 浏览

信息梳理 扫描 信息判断 摘记 信息整合 比较阅读

https://appxwakg8cj8903.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2d0c6c8e4b0eca59c16060f?type=2&pro_id=p_62c3b148e4b00a4f37222a3f&app_id=appxwAKG8CJ890
https://appxwakg8cj8903.h5.xiaoeknow.com/v2/course/alive/l_62d0c6c8e4b0eca59c16060f?type=2&pro_id=p_62c3b148e4b00a4f37222a3f&app_id=appxwAKG8CJ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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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阅读 跳读

7.课程功能：

▲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

▲提高阅读与表达交流水平

▲增强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人的素养形成，来自两个源头一是汲取间接经验，多半来自文本阅读；二是

积累直接经验，主要依赖社会实践。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虽然也有赖于文本阅读，但它的指向，使它具备了社

会化和实践性的特点。

二、内容解读：

（一）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在小学各个学段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

第一学段 (1-2 年级)

(1) 阅读有关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的短文，认识图文中相关的汉字，感受美

好亲情; 学习运用文明礼貌语言，与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交流沟通，学会感恩。

(2) 阅读有关学校生活的短文，认识图文中相关的汉字; 学习与同学、老师

文明沟通;乐于分享学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热爱学习，热爱学校。

(3) 在革命遗址、博物馆、公园、剧场、车站、书店、超市、银行等社会场

所中，学习认识有关标牌、图示、说明书等，了解公共生活规则，学会有礼貌地

交流。

(4) 学习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短文，将读到、听到、看到的故事讲给他

人听。

第二学段 (3—4 年级 )

(1) 阅读有关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的短文，学习用口头和书面的

方式，客观地表述生活中的见闻片段。学习写留言条、请假条、短信息、简单书

信等日常应用文，注意称谓和基本格式，文明礼貌地进行交流。

(2) 学习阅读说明、描写大自然的短文，感受、欣赏大自然的奇妙与美好。

学习用日记、观察手记等，展示自己观察自然、探索科学世界的收获。

(3) 学习具体、清楚、生动地讲述有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英雄、

劳动模范、科学家的事迹，以及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故事。

第三学段 (5-6 年级 )

(1) 观察、思考日常生活，阅读记人叙事的优秀文本，学习通过口头表达、

书面叙写，与他人交流身边令人感动、难忘的人和事。

(2) 走进大自然，走进科学世界，走进社会，阅读参观访问记、考察报告、

科技说明文、科学家小传等文本;学习记笔记、列大纲、写脚本、画思维导图等



3

整理和呈现信息的方法;学习通过口头表述和多种形式的书面表达，分享观察自

然、探索科学世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3) 能写日记，关注家庭、学校、社区生活中发生的新鲜事。

(4) 学习革命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尝试用多种媒介方式记录、展示、讲

述他们的故事，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

在进行学习内容的学段解读时候，何老师从每一个学段目标中选出部分关键

词，并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二）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编排特点：

1.融合性：“实用性阅读"与“实用性交流”有机统整，紧密结合，信息互动。

2.生活化：“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凸显生活价值。内容生活化，交际生活化

3.阶梯性：关注生活--关注自然世界、科学领域；形式相对简单强调对社会

参与、对自然探究，重视阅读与交流信息的整合。

（三）学习任务群活动主题

第一二学段: 我爱我家 我爱上学 文明的公共生活

第三四学段: 拥抱大千世界 创造美好生活 科学家的故事

……

（四）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样态

设置一个真实的演讲情境，以此为主线贯穿始终。在任务的驱动下,使学生

体会语言的实际运用，学习完成这一组任务所需要的表达能力。

第一步，学前调研

第二步:设定演讲主题

第三步，完成演讲题纲

第四步:完成演讲稿

第五步:录制演讲视频

第六步:小组交流演讲视频，制订评分标准

第七步:做活动专题纪录片

在整个“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实施过程中，

▲贯穿活动中的“阅读”是多次的，且每次的目的都是明确的，

▲阅读的内容也是多样的，包括读与听和看

▲活动中的“交流”是多次的，且每次交流的对象、目的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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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解读：

三、实践例举：

任务群落地的途径有三个：

1.单个的任务设计

2.单篇的任务设计

3.单元的任务设计

单个的学习任《故宫博物院》任务群的设计与教学为例：

*为家人计划故宫一日游，画一张故宫参观路线图。

*选择一两个景点，游故宫的时候为家人做讲解。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学生必须要先搜集资料，对故宫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整

理资料，尝试完成任务。

挑战题：如果让你给非洲来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两位专家做故宫一日游的规划

和景点解说，你该如何设计呢？

单篇阅读课的任务群的设计《西门豹》为例：

◆调查民情————书写 50字以内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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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巫婆————劝说离乡的乡亲回来

◆兴修水利————发表百字演讲，说明好处

单元任务设计，就类似于大单元整体教学的意味：

四、教学建议

1.学习任务重情境，促进真实意义的建构

2.学习活动重实践，促进关键能力的提升

3.学习过程重思维，促进高阶认知的创生

4.学习成果重评价，促进多元反馈的增

任务重情境，促进真实意义的建构

● 设计大情境、大主题、大任务的学习活动

●遵循学科逻辑、学习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统一

●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有意思的语言实践活动

●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与语言运用情境中学习

●进行知识、方法与技能的系统梳理与自主建构

●引发认知过程中的积极情感和愉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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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无意义学习”到“有意义学习”的转化

现实的真实 可能的真实 虚拟的真实

学生在真实的语文学习情境中越贴近内心需求，就越能深度体验，越能将新

观点、新概念与已有的知识、经验建立关联、整合、建构，从而达成知识的获得、

情感的升华、思想的锤炼等语文素养的综合提升。

……

学习活动重实践，促进关键能力的提升

当学生将语文知识、方法运用于梳理、探究等实践活动时，变“被动接受”
到“主动建构”，知识、能力、素养就能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转化。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学习任务

首先，要进行有目的地搜集相关资料，如历史背景、基本现状，把资料来源

记录下来。

其次，要整理资料，根据要介绍的内容分类整理，筛选资料，如描绘外观和

结构的，记录历史变化的，讲述相关故事的。如果资料不够完善，可以继续搜集、

补充。

第三是将整理后的资料用自己的话写下来，也可以引用别人的话，还可以使

用图片、表格等辅助形式进行呈现表述，在资料的综合运用中实现知识和技能的

融会贯通。

学习过程重思维，促进高阶认知的创生

一是要提供合适的脚手架，显化学生的思维轨迹

“记笔记”是对关键信息的提取与强调

“列大纲”是对信息组织结构的显现

“写脚本”是信息流程与步骤的梳理

“绘制思维导图”则是建立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的思维工具。

教成果重评价，促进多元反馈的增值

二是评价方式要丰富

《遨游汉字王国》的梳理与探究

真实性评价∶每一项任务活动前后相接，同时也形成了完整的真实性学习任

务链；

表现性评价∶学生的书写作品、研究报告以及汇报展出等学习成果，也是表

现性评价的依据。

纸笔测试∶了解学生在积累运用、阅读、表达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四是评价视角要多维

|一是评价任务的渐进性，关注思维的梯度发展

二是评价任务的持续性，关注认知的前后关联

三是评价任务的协同性，关注团队的合作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最终教学目标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的

语文学科综合素养，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实践能力，从而进一步为学生将来更

好地适应社会，积累社会经验打下坚实的基础，契合了核心素养的教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