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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的引领下，我校语文组开展了基

于学习地图的单元整体自主学习的实践研究。

学习地图主要呈现“学习目标”“学习方法”

和“学习评价”这三大要素，关注学习的整体

性、动态性和生长性，是一种完整掌握学习过

程的可视化工具。学生通过学习地图，理清单

元学习目标，确立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再借助

学习地图，监控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对学习

进行过程性评价，并通过评价来反思优化学习

路径。学生借助学习地图，完成单元整体学

习，逐步提升核心素养。

一、制定学习地图，让学习过程可视化

在单元整体的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借助

课堂和课后两个学习阵地，依托四个环节，梳

理单元学习目标，拟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及

时进行学习评价。学习地图的绘制贯穿整个单

元的学习过程，让学习过程可视化。  

1．小组合作理目标。学生整体理解和把

握单元学习目标，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

对单元学习目标从“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

赏”“表达与交流”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并记

录在学习地图上。

2．师生合作学方法。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

从三年级开始采用主题式单元，每个单元都列

出了需要掌握的语文要素。对于学生来说，和

语文要素相关联的学习目标既是本单元的学习

重点，也是需要掌握的阅读与表达的方法。通

过课堂学习，学生可以把新掌握的达成学习目

标的学习方法及时记录在学习地图上。

3．自主安排拟学法。达成学习目标采用的

学习方法、使用的资源和媒介、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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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学习经验和学

习习惯，进行自主拟定。

4．多元个性化评价。根据新课标中提出的

过程性评价机制，我们借助多元评价主体，在

学习地图上对学生单元学习的参与程度、学习

质量和学习态度及时进行个性化的评价并予以

记录。

以四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学习为例（见下

表 ），从 “通读单元，梳理目标”到“多元展

示，整体优化”，学习地图的绘制贯穿整个单

元的学习过程。学习目标的梳理、学习方法的

记录和拟定，以及整个单元学习的过程性评价

都体现在这张单元学习地图上。学生通过绘制

学习地图，让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可视化。每

一张学习地图，都是单元目标的汇总表、学习

过程的记录表、学生素养形成的评价表……

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实践，对于整个单元

乃至整册教材的知识内容、知识结构、学习方

法和策略等的理解和掌握更系统、更清晰、更

牢固。核心素养的培育需要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动参与者。

二、站在课堂中央，让学习体验进阶化

提倡自主学习，就必须对“被教师牵着

走”的课堂教学进行改革，让学生站在课堂中

央，体验学习进阶过程。

1．教师导学。如果学生难以列出学习目标

或者和本单元语文要素相关的新知，教师可以

采用任务驱动或提供学习支架，让学生通过课

堂合作学习，掌握新的学习方法，并完善学习

地图的绘制，形成指向目标的学习路径。

2．交流互学。通过学习地图可以发现，大

部分学生能够利用已有学习经验和方法进行自

主学习，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学生带着自学

单元 主题 主任务 分任务 课时 任务目标

解
长
文
密
码
，
绘
成
长
地
图

通读单元，
梳理目标

开启全新
学习方式

学习目标
我梳理

1
1．运用不同方式通读单元课文。
2．学会根据语文要素和课后习题自主梳理学习目标。

多篇联读，
自主研究

故事背景
我探究

1
1．尝试运用多种方法掌握单元生字词。
2．根据单元主题，明确学习任务，尝试运用多种方法了
解单元人物成长背景。

单篇品读，
合作探究

品读他人
成长经历

古人故事
我来讲

2

1．运用借助注释等多种方法理解文言文《铁杵成针》，
积累李白《独坐敬亭山》。
2．理解、背诵《囊萤夜读》，积累学习园地中“悬梁刺股”
等 6 个读书求学成语，能选择其中的两到三个讲出背
后的故事。

长文内容
我知晓

2

1．用较快的速度默读《小英雄雨来》《我们家的男子汉》
《芦花鞋》3 篇课文，通过多种方法提炼小标题。把握长
文章的主要内容。
2．交流把握长文章主要内容的方法。
3．品读环境、语言、动作等多种描写方式，感受雨来、
我们家的男子汉等人物的美好品质。

联结生活，
个性表达

述说“我”
的成长故事

成长故事
我述说

3

1．通过口语交际“朋友相处的秘诀”，能根据讨论的
目的，列小标题，记录重要信息；能分类整理小组意见，
有条理地汇报。
2．完成习作《我学会了　　》，能按学习的顺序把自己
学做事情的过程写清楚；能写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有
趣的经历，把心情变化写出来。

多元展示，
整体优化

学习地图
我来评

1
1．总结本单元任务群学习路径与方法。
2．展示本单元的学习方式与知识梳理思维导图，进行多
元评价，反思并优化自己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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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和思考，通过课堂交流互相学习，教师负

责答疑解惑。

3．学生领学。一个班级中学生的学习能力

参差不齐，学习地图上的部分目标，学习能力

强的学生能通过自主学习初步完成，学习能力

较弱的学生则有一定困难。教师可把学生分为

领学组和挑战组，由领学组学生带领其他同学

学习，教师在课堂上适时提供支持帮助。

教师应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站在课堂中

央，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以此激活学生潜在

的学习能力，推进伙伴式学习。教师可以成为

学生学习的陪伴者、引导者、支持者。学生的

学习体验层层进阶，语言运用、思维能力等核

心素养也步步提升。

这样的变革，真正地变“教”为“学”。

立足学生本位，让学生成为课堂和学习的主

人。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在前面领跑，学习

能力弱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

教师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能力弱的学

生身上，个别辅导，真正落实因材施教。

三、以评价促学习，让学习动力持久化

新课标提出，评价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学

习，教师应注重提高学生自我评价、自我反思

的能力，引导学生合理改进学习方法。

学生应当在学习地图上对自己的单元学习

过程进行及时评价。评价主要针对学习参与程

度、学习质量和学习态度，要注意评价方式多

样化，评价主体多元化。单元学习结束后，学

生对过程性评价进行分类量化统计，为自我总

结、反思和改进提供依据。体现整体性和过程

性的综合性评价，有利于学生进行自我监控，

并对学习方法反思优化。

单元整体学习开启的第一课是整体感知

单元内容，梳理单元学习目标，启动制定学习

地图。最后一课则是利用学习地图对本单元的

学习进行总结、评价、反思，从而优化学习地

图。课堂上，教师用数据说话，进行学习质量

表彰，优秀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分享。学生借助

学习地图及评价量化统计表进行单元学习反

思：我的学习方法是否有效？我使用的方法和

路径是否恰当？并在反思后优化学习地图，形

成更好的学习路径。

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接近他们自己所

设定的学习目标时，他们就会产生成就感，内

在兴趣得以激发，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学习的

信心。

在过程性评价机制下，教师可以配合使

用激励措施，比如：“争当领学员”，成为小

老师；为优秀学员颁发“自主学习者”的小奖

章……这些激励措施，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学习原动力。

基于学习地图进行单元整体学习的实践研

究，是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这项改

革的创新措施能够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把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

中去。※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