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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一线教师对“活动·探究”单元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作业设计存在形式单一、模板化、

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笔者立足于“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活动•探究”单

元为研究对象,结合课程标准及相关文件,对该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展开研究,总结出了丰富作业内

容、优化作业形式、转变评价方式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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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homework in the "Activity Exploration" unit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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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front-line teachers lack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ivity 

Inquiry" unit, and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a single form, templated, and lack of systematicness in homework 

desig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author takes the "Activity Inquiry" unit 

in the unified edi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related documents, to study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homework design of this unit, and 

summarizes strategies such as enriching homework content, optimizing homework forms, and transforming 

evaluatio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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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年7月,“双减”政策颁布后,许多一线教师开始追求“高

效作业”、“优质作业”,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出现的“活

动·探究”单元作业的优化。虽然“活动·探究”单元着眼

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目的是发挥语文的工具性,但语文课

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布置针对性作业既能发挥作业

的巩固深化功能,又能促进“活动·探究”单元的教学。笔者

基于“双减”政策大背景,对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活动

•探究”单元的作业优化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也为一线教师

提供了方向。 

1 初中语文“活动·探究”单元的内容构成 

“活动·探究”单元以任务作为核心,在阅读的基础上,整

合了写作、口语表达,通过任务的递进,形成了一个综合培养学

生的语文运用能力的体系。 

该单元出现在初中语文统编版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

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下册第四单元以及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下册第五单元,其主题分别为“人与动物”“新闻”“演讲”“现

代诗歌”“戏剧”。分别由活动任务单、文本材料、任务详情及

其他模块组成。 

活动任务单作为“活动·探究”单元的开头,不仅介绍了单

元主题,而且总括了单元的任务。每个单元选取三至五篇主题相

同的典范文章,并在文章旁边辅以助读性的文字和引导性的问

题,方便学生预习和理解。部分单元还精选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任务详情不仅在活动任务单中起到引领单

元的作用,而且还贯穿于整个单元中,为学生和教师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2 初中语文“活动·探究”单元作业设计存在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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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市面上的一些练习册中的“活动·探究”单元部分

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了该单元作业设计存在的一些不足。 

2.1作业过于注重文本赏析,缺乏活动实践 

“活动·探究”单元改变了传统单元的编排模式,将语文阅

读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活动·探究”单元的作业应该

减少对文本的过细分析,以实践为导向。但市面上的练习册中作

业设计的重点往往都放在文本内容上。如《初中必刷题》,在《应

有格物致知精神》一课的作业中,“刷阅读拓展”模块选取了一

篇与本单元题材不同的议论文《打开求知的味蕾》,目的是让学

生懂得学习过程中求知欲和进取心的重要性。而且不论是哪个

模块,重点都在于理解“格物致知”的含义,很少涉及到与新闻

体裁知识有关的题目。这样设计,作业的重点还是与传统单元强

调的情感价值观如出一辙,学生无暇顾及其他知识,淡化了语文

的实践性特点。 

2.2练习册作业分篇设计,缺乏系统性 

传统单元是按照人文主题编排的,一个单元几篇课文的文

学体裁可能都不一样,过多的强调情感价值观的培养,这使得学

生对不同体裁的特点掌握得十分零碎,没有系统性。与传统单元

相比,“活动·探究”单元设有三个具体的任务,其模式基本为

“文本学习—实践探究—写作运用”。这样设置的意图是希望通

过“任务一”的一组体裁相同的文本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一种文

本的知识,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为后面两个环节打下基础。因

此,群文阅读在“活动·探究”单元显得尤为重要,文本和文本

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但目前,几乎所有练习册或

试卷中仍然沿用传统的分篇设计作业,致使学生的思维被打断,

头脑中无法将这一组文本联系起来。这样设计,不仅学生掌握的

知识是碎片化的,不利于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也不利于学

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形成。 

2.3作业形式模板化,缺乏灵活性 

大部分初中语文教师的作业设计受“定式思维”和“应试

教育”的影响,作业设计来设计去,永远都是字词抄写、选词填

空、阅读理解等形式,缺乏创新形式,致使语文作业枯燥乏味,

学生思考空间少。同时,目前广泛使用的练习册往往采用固定的

模式去把作业装在“套子”里,按照设定好的模块充实内容,没

有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要,看起来整齐简洁,实则华而不实。如

《全品作业本》中,每篇课文都是按照“积累运用—阅读理解—

综合实践”的“一刀切”模式,题型毫无变化,缺乏针对性。在

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不仅一线语文教师和各出版机构应该调

整自己的思路,而且教育部门也应针对当前模式化应试化的语

文教学现象做出整改。 

3 “活动·探究”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 

3.1丰富作业内容,提高作业质量 

3.1.1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丰富作业内容 

目前,语文作业的设计往往是以教材为依托,即使是“活

动·探究”单元的作业设计也是建立在教材文本的基础之上,

留给语文教师自主设计的空间和素材较少。所以,教育部门、学

校以及教师应该充分开发利用各种语文学习资源,充实作业的

内容,为学生的学习生活增添一抹色彩。比如,设计“演讲”单

元任务二“撰写演讲稿”的作业,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学校运动

会的情况,为运动健儿写一篇赞扬的演讲稿。其次,充分发掘校

外资源,例如文化宫、博物馆等文化性的场馆、多媒体资源等等。

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只要善于发掘、有效利用,就会为语

文教学提供充沛的素材。 

3.1.2统筹兼顾,作业设计要具有系统性 

“活动·探究”单元相较于其他单元,具有更加立体、鲜

明、逻辑性强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单元内容上,更体现在学生

逻辑思维的训练上。在对市面上的练习册进行了解后,我发现

部分练习册采用了“知识积累—文章回顾—类文对比—知识迁

移运用(写作或探究)”的顺序来设计习题,既符合教材设计思路,

又遵循学生学习规律,使学生在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中构建自己

的知识体系。 

综上,这就要求作业设计者要充分认识到教材编写的意

图和作业设置的意义,对“活动·探究单元”的作业设计采取

层层递进、循序渐进的原则,整体规划作业内容,做到有衔接、

有逻辑。 

3.1.3实践导向,在具体情境中增强学生的体验感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理念指出：“要增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和

实践性,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

求知欲。”加强作业的情景创设也是“双减”背景下提高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此外,学习场景理论也强调

了人与环境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不同的环境会带来不同的学习

效果,作为实践性极为突出的新单元,“活动·探究”单元本身

就是以具体环境为地基、以文本为建筑材料、以实践活动为工

具建立起来的,其作业设计更应落到实处,创设任务情景,让学

生的语文学习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

习效果。 

3.2采用多元的作业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2.1设计开放性作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随着学段升

高,作业设计要在识记、理解和应用的基础上加强综合性、探究

性和开放性,为学生发挥创造力提供空间。”“活动·探究”单元

实践性、综合性强,作业设计很难套用固定的模式设计单一形式

的作业,如果作业形式不够新颖,那么学生学习的效果就会大打

折扣。而初中学生正处于皮亚杰认知发展四阶段中的形式运算

阶段,这一阶段的学生抽象思维得到发展,自主性强,传统的抄

写、背默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思维发展的需要。设计开放性的作

业可以使他们的思维得到很好的锻炼,并从自主探究的过程中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3.2.2设计实践性作业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实施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多样的学习情

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尤其是“活动·探究”单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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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为导向,更要在教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要体现实践性的特

点,作业设计也不例外。 

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进行合理教学。教师在进行大

量的教学实践后会意识到传统的语文作业缺少实践机会,所以

设计作业时要给学生充足的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在动手实践的

过程中自己体会和感悟。以“新闻”单元为例,教师要让学生明

确采访对于新闻的重要意义,要在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策划、合作

以及人际沟通能力。故可以在书面上设计记者证与邀请函的制

作、采访稿的撰写等习题,在生活中布置现场采访以及采访过程

中的拍摄记录整理的作业。使学生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巩固本

单元的内容。 

3.2.3设计展示性作业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作业观指出：在作业形式上,应体现新颖

性和多样性。故教师还应利用语文课的多样性特点,开发更多新

的作业形式。语文包括语言和文学两方面,文学是艺术的一个分

支,即通过语言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再现社会生活。所以教师

在设计作业时,可以将语文和艺术等学科结合起来,设计一些展

示性的作业。所谓展示性作业,就是将文本中的内容用艺术手段

表现出来,增强文学的表现力。包括文章朗诵、情景剧表演等形

式。在语文教材中,新出现的“活动·探究”单元涵盖的新闻、

演讲词、现代诗歌和戏剧都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都可以通过

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诗歌单元可以布置画图描绘诗歌景象

的作业等等；戏剧单元布置让学生自己策划、分工合作进行戏

剧表演的作业等等。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作业形式,提升作业质

量,而且正好与“活动·探究”单元综合培养学生的语文运用能

力的设置意图相契合。 

3.3转变评价方式,发挥作业的激励诊断功能 

3.3.1评价方式由量化评价走向多种评价相结合 

传统语文作业多采用量化评价的方式,对学生的作业采取

打分的形式,这虽然可以从某些方面反映出学习的成效,但是如

果仅仅强调定量化的评价手段,会使教育者能够选择的评价手

段越来越少,最终使评价走向死胡同。那么“活动·探究”单元

应该采用怎样的评价方式呢？我认为,应该将定量评价与定性

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五个“活动•探究”单元都设有实践活动任务,这些活动不

能通过量化测试来完成评价。此时,采用过程性评价和质性评价

更为合适。教师可以设计表格,将学生每一环节的表现、态度、

参与程度和收获记录下来,以便最后总结反馈。这种评价方式关

注的是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旨在让学生及时调整方法,改正错

误,交流反馈,而不是只看最后的结果。这也体现了教育是为了

促进学生发展的理念。 

3.3.2评价主体多元化 

由于“活动·探究”单元实践性强,更多的时候是学生自主

或合作完成,教师只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在活动中,学生自己的

体验和感受最深,所以在对作业进行评价时,可以让学生主体参

与进来,采取学生自评,这样有助于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并且,在一个小组中,组员对彼此最熟悉,也可以采取小组互评

的方式。这实则也是一种交流方式,他们可以了解不同于自己的

想法,产生思维碰撞,在这样的碰撞中既能激发学生自身的创造

能力,又能锻炼学生的表达和倾听能力,让学生在这样的互评中

互相成长。教师要充当好引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此外,家长和

社会也是重要的评价主体。教师不能时时了解到学生在校外的

情况,这时就要利用好家校合作、社区合作,及时了解学生的表

现,提高学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以“活动•探究”单元作业设计为研究内容,

根据“双减”政策、新课标以及新一轮课改的要求,在了解和分

析当前练习册和一线教师设计“活动·探究”单元作业时的一

些问题后,对单元的内容结构以及优化策略进行了阐述。最后提

出三方面论述作业设计策略,进一步提升语文教学质量,推进课

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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