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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作业设计案例模板

2022 年常州市中小学优秀作业设计案例评比参选作品

一、基本情况

学段 小学 学科 语文 区域 溧阳市

学校 溧阳市昆仑小学 姓名 潘晓红 年级 四

课题/主题
处处留心皆学问

——统编小学语文四上第三单元作业设计

二、案例概述

作业类型 主题型、巩固型、综合型

作业定位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以“处处留心皆学

问”为主题，编排了《古诗三首》、《爬山虎的脚》、《蟋蟀的

住宅》三篇课文，描写细腻，语言灵动。课后资料袋、阅读链接、

口语交际、习作“写观察日记”等语文活动穿插进行。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感受作者

连续细致的观察”。该作业就是根据语文要素设计的，顺承三年

级的“留心生活，细致观察事物”，进一步引导学生学习连续观

察，让学生从直观上把握事物的特点，为以后的观察生活、观察

社会，提高语言表现力和创造力，提高形象思维能力奠定基础。

课标解读

《语文课程标准》总目标第 6条要求：积极观察、感知生活，

发展联想和想象，激发创造潜能，丰富语言经验，培养语言直觉，

提高语言表现力和创造力，提高形象思维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中年段“表达与交流”第 4条也要求：观

察周围世界，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注意

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根据课标要求，我们在小学中年段开始就要努力激发学生的

观察兴趣，指导学生掌握观察的方法，并学以致用，尝试观察生

活，观察世界。而本单元就是提高学生观察能力的主题单元，阅

读学“法”，实践用“法”，最终实现课程标准的目标。

设计思路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感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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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细致的观察”。根据课程标准和单元要素，该作业设计的一

条思路是结合教学内容，运用生动有趣的练习帮助学生巩固留心

观察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另一条思路是由课内延伸至

课外，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连续观察，最终形成观察日记，分享观

察的乐趣。在读与写的整合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作业目标

1. 通过前三站的练习，引导学生通过“看、听、触”的方法，提

高基本的观察能力，特别是连续观察的能力。

2. 通过第四站的练习，引导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在实

践中运用观察方法，丰富语言经验，提高习作水平。

3. 设计画一画、演一演、写一写等多种类型的作业，激发学生的

观察兴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现力和创造力。

4. 通过找近义词，理解词语，赏析句子等练习，引导学生体会文

章准确生动的表达，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三、作业内容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有了观察，才会有所发现。观察时，不

仅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可以用手摸，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对某一事

物进行连续的、持久的观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充满惊喜的观察之旅吧！

请同学们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星级作业自主完成。

在这首诗中，作者是这样观

察庐山的，先是 看 看，

接着 看 看 看 看，

这是进行了 上的连续观察。

这首诗先写 时看到

的夕阳映江图，接着写 时

看到的露珠弯月图，这是进行了

上的连续观察。

连续点

第一站：看要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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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关注连续点，掌握观察方法。“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是本

单元最重要的语文要素。本环节作业设计由课内至课外，由填空至赏析，旨在引

导学生深刻领会从时间上、空间上进行连续观察的方法，同时结合具体的词句，

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从而提高学生连续观察的能力，遣词造句的能力。

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就变成嫩绿的。

1.请你画一画爬山虎的叶子。

2.作者重点观察了爬山虎的脚的 、 变化。

爬山虎的脚要是没触着墙，不几天就 ，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

触着墙的，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 。

1.在横线上填上恰当的词语。

2.作者对爬山虎的脚进行了 上的连续观察。

3.“逐渐”这个词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在茂密的绿色丛中，你是找不到它的，直到有一天它在自己的身上插满

花朵，像擎在风中的酒杯，流溢着光彩，斟满生活的佳酿，飘得满院清香，

醉人心田。

1.作者对牵牛花进行了 上的连续观察。

2.这句话作者综合运用了 和 两种

感官，突出了牵牛花的 和 两个特点。

其中 的修辞手法用得特别好，读起来 。

外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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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

反面伸出枝状的六七根细丝，每根细丝像

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也是嫩红的。这就

是爬山虎的脚。

1.爬山虎的脚是怎样的呢？请你也画一画吧！

2.这句话中，作者重点观察了爬山虎的脚的 和 ，把

比作 ，写出了 。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功夫，爬得最快的

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像谷粒那么大，便

转黄萎去。

1.读一读画横线的句子，作者重点观察了花蕾的 、 和

。

2.这句话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把 比作 ，作用

是 。

设计意图：关注外形点，掌握观察方法。观察外形是观察最基本的点。本环

节作业设计也是由课内至课外，引导学生观察事物的形状、颜色、大小等，从而

感受事物的特点。因为中年级学生处于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为了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不久设计了填空赏析题，还设计了阅读画画题，相信学生

一定会学得很开心，很扎实。

爬山虎的脚 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 小圆片，

住墙。细丝原先是直的，现在弯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 一把，使它

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

1.在横线上填上准确的动词。

2.请同学们把自己的手当作爬山虎的脚，一边演示一

动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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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向同学们介绍爬山虎的脚爬墙的过程。

它用前足 土，还用钳子似的大颚 较大的土块。它用强有力

的后足 地。后腿上有两排锯，用它们将泥土 后面，倾斜地 。

1.在横线上填上恰当的动词。

2.读一读这些动词，你感觉作者的观察很 ，

动词用得很 。

小丽抿着嘴，弓着腰，蹑手蹑脚地，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它。靠近了,

靠近了,又见她悄悄地将右手伸向蝴蝶，张开的两个手指一合，夹住了粉蝶的翅

膀。小丽高兴得又蹦又跳。

1.用“ ”标出片段中的动词。你最喜欢的动词是

，因为 。

2.读一读这些动词，从中你感觉到小丽捉蝴蝶时 、 的

心情。

设计意图：关注动作点，掌握观察方法。观察动作是观察中相对较难的点。

本环节作业设计也是由课内至课外，引导学生分别观察了植物、动物、人物的动

作，从而感受作者观察的细致，用词的准确。其中对于一些动词的赏析，能很好

地提高学生动词运用的准确性。

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的平台。

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平台上弹琴。

1.“收拾”的意思是：A整顿、整理 B整治、惩罚 C打击、消灭

请给下列句子中的收拾选择恰当的意思：

（1）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平坦。 （ ）

（2）战士们勇敢杀敌,不一会儿,就把这几个鬼子收拾消灭完了。（ ）

（3）你不好好学习,看爸爸回来怎么收拾你。 （ ）

2.读着这句话，你听到了 ，作者说这是蟋蟀在弹琴，这是

第二站：听要有“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4%E6%B2%BB/708267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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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写得 。

3.听着这优美的“琴声”，你仿佛听到蟋蟀在说

，此时，蟋蟀的心情一定很 。

雄燕子不时给雌燕子衔一些小虫来，还不停地唱歌，欢天喜地、

叽叽喳喳地说着贺词。

1. “欢天喜地”是一个表示 的词语，像这样的词语还有

、 、 。

2.读着这句话，你听到了 ，作者说这是在唱歌，这是运用了

的修辞手法，写得 。

3.燕子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贺词”，你仿佛听到雄燕子在说

，此时，

雄燕子的心情一定很 。

“嗡嗡嗡……”小蜜蜂飞来了，采走了香的粉，酿出了甜的蜜。

“啪啪啪……”孩子们跑来了，篮儿挎走白生生的槐花，心里装着喜盈盈的满足。

1. 照样子写词语：

白生生（颜色）

喜盈盈（心情）

2.读着这句话，你仿佛听到 ，它似乎在说

；还听到 ，

他们好像在说 。

3.从听到的声音中，你感受到的是作者对 的感情。

设计意图：听要有想，感受角色感情。听，即用耳朵听，介绍听到的各种

声音，可以是响亮的，可以是轻柔的；可以是动物发出的，可以是植物发出的……

在听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展开想象，感受作者表达的感情。本环节作业设计也是由

课内至课外，引导学生通过倾听各种声音，展开丰富的想象，感悟作者表达的感

情。在此过程中，还适时进行词句的积累和赏析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第三站：触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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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巴在墙上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

点儿劲，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

1.写出下列词语的近义词。

瞧不起（ ） 休想（ ） 牢固（ ）

2.读一读画线的句子，请你写出爬山虎的脚的两个特点：

3.从“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儿劲，休想拉下爬山虎的一根茎。”你感受

。

隧道顺着地势弯弯曲曲，最多不过九寸深，一指宽，这便是蟋蟀的住宅。

出口的地方总有一丛草半掩着，就像一座门。蟋蟀出来吃周围的嫩草，决不去碰

这一丛草。那微斜的门口，经过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平坦。

1.根据短文内容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语。

（ ）的隧道 （ ）的门口

2.读一读画横线的句子，完成下面题目。

（1）“九寸”、“一指”都是表示 的词语，

从这两个词，你感受到蟋蟀的住宅 。

（2）句中“最多”一词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3.用“ ”画出文中的比喻句，这句话把 比作 ，作

用是 。

芦荟的叶子是长长的,摸上去厚厚的,叶子的两侧有小刺,叶面上还有

一点点白色的花纹。挺直的叶子就像一把剑刺向天空。

1.根据短文内容在括号里填上恰当的词语。

（ ） （ ）

（ ） 的叶子 （ ） 的花纹

2.根据短文内容完成下面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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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句话作者综合运用了两种观察方法，一种是 ，一种是 ，

突出了芦荟的叶子 、 、 、 的特点。

（2）用“ ”画出文中的比喻句，这句话把 比作 ，

作用是 。

3.请你尝试用“触”的方法描写一下桔子，突出桔子的特点。

设计意图：触要有感，感受事物特征。触觉，即用手摸到的。用手摸一摸，

或许表面是光滑的……或许表面是粗糙的……用手摸也能突出景物的特征。本环

节作业设计也是由课内至课外，引导学生通过文中的触觉点，感受事物的特征。

在此过程中，还通过找近义词，填写恰当的词语，感悟用词的准确性等练习，提

高学生的语言理解与运用能力。

同学们，经过了“看、听、触”三个站台，相信你们肯定掌握了观察的方法，

提高了观察的能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站：写要有“全”。

让我们尝试种植一次绿豆，在种植的过程中

综合运用多种观察方法全面观察绿豆的生长过程，

并把自己的观察所得记录在下面的表格中。

观察时间 看 听 触 想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

第七天

第四站：写要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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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完成后，可从以下作业中选择一项完成：

1.写一写：完成一片观察日记。

2.画一画：把绿豆的生长过程以连环画的形式记录下来，注意要做到图文

并茂哦！

3.说一说：把绿豆的生长过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来，并以生动的语言

介绍给同学们。

设计意图：写要有全，运用观察方法。本环节作业是根据单元习作“写观察

日记”设计的。旨在引导学生在种植绿豆的生活实践中综合运用前面三站掌握的

“看、听、触”等观察方法，全面地观察绿豆，并记录自己地观察所得，最后形

成单元习作。在此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观察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观察能力，丰

富了学生的语言经验，还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现力和创造力。

作业评价、反馈与讲评的设想：

评价主体：教师、学生、家长

评价方式：自评、互评、教师评

评价标准：一星达标为基点，二星达标为发展，三星达标为创造

评讲设想：单元教学结束后，进行整体性的、分层性的评价

具体评价可参考“我的观察之旅”评价表：

完整呈现作业的具体内容。在每项作业内容后，简要说明设计意图。此外，

“我的观察之旅”评价表

一路旅行，一路观察，一路成长。

在旅行中我们掌握了观察方法，学会了写观察日记。让我们一起来完成

下面的评价表，给自己的观察之旅作出恰当的评价。

观察站点 自我评价 同伴评价 教师评价 综合评价

第一站：看要有“点” （ ）

第二站：听要有“情” （ ）

第三站：触要有“感” （ ）

第四站：写要有“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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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计特色

1.前后联结，以旧促新。统编教科书四年级上册处于全套教材的中期，是在

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留心生活，细致观察事物”的基础上出现的又一个观察单

元。本组作业设计时，力求用系统思维解读教材，既复习巩固前知，又进一步学

习新知，真正做到了“前后联结，以旧促新。”

2.立足整体，关注要素。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

感受作者连续细致的观察”。本组作业设计时，时刻围绕该要素，从“看”“听”

“触”三个层面，巩固观察的方法，提高观察的能力；从多种形式的字词训练和

句段赏析，引导学生体会文章准确生动的表达。

3.关注学情，创新设计。四年级学生还处于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本组作业设计时，创设了“观察之旅”的作业情境，在此过

程中努力创新作业形式，激发学生的作业兴趣。如画一画、说一说、做一做、写

一写等类型的作业，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

4.落实分层，多元评价。本组作业设计摒弃了“一刀切”的做法，而是要求

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星级作业自主完成，真正实现了“作

业分层”。作业评价时，也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采用“自评、互评、教

师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多元评价”。



第一站：看要有“点”

【连续点】

《暮江吟》傍晚 黎明 时间

《题西林壁》横 竖 远 近 高 低 空间

《爬山虎的脚》1.萎了 灰色 2.时间 3.不能，因为加了”逐渐“这个词就说

明爬山虎的脚是慢慢地变成灰色的。

《牵牛花》1.时间 2.视觉 嗅觉 美 香 比喻 生动形象

【外形点】

《爬山虎的脚——叶子》1.略 2.颜色 大小

《爬山虎的脚——脚》1.略 2.形状 颜色 枝状的六七根细丝 蜗牛的触角

爬山虎的脚的特点

《牵牛花》1.位置 大小 颜色 2.比喻 花蕾 谷粒 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花蕾

地小巧可爱。

【动作点】

《爬山虎的脚》1.触 变成 巴 拉 紧贴 2.略

《蟋蟀的住宅》1.扒 搬掉 踏 推到 铺开 2.细致 准确

《捉蝴蝶》1.抿着 弓着 靠近 伸向 张开 合 夹住 又蹦又跳 （示例）

又蹦又跳 读了这个词感受到小丽非常开心 2.紧张 激动

第二站：听要有“情”

《蟋蟀的住宅》1.（1）A （2）C (3）B 2.叫声 拟人 生动形象 3.（示

例）“夜晚的景色真美好！站在门口欣赏这美景可真是舒服！” 开心

《燕子》1.心情 （示例）喜笑颜开 眉开眼笑 心花怒放 2.燕子的叫声 拟

人 生动形象 3.（示例）“祝贺你办了新家。”“祝贺你生下了可爱的小宝

宝。”“祝贺你，生活得这么幸福。” 快乐、激动

《槐乡五月》1.（示例）黑乎乎 绿油油 金灿灿 喜滋滋 喜洋洋 乐陶陶 2.

蜜蜂的叫声 （示例）“这槐花可真香啊！我要多采一点，酿出甜甜的槐花蜜。”

孩子们跑步的声音 （示例）“快来摘，快来摘，摘完回家让妈妈做槐花饭，我

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 3.槐花无比喜爱

第三站：触要有“感”



《爬山虎的脚》1.看不起 别想 坚固 2.灰色 牢固 3.爬山虎的脚巴在墙上

十分牢固。

《蟋蟀的住宅》1.弯弯曲曲 微斜 2.（1）数量 非常窄小 （2）（示例）不

能，因为“最多”这个词用得十分准确，告诉我们蟋蟀的住宅不会超过九寸深，

一指宽。 3.出口的地方总有一丛草半掩着，就像一座门。 一丛草半掩着 一

扇门 生动形象的写出了那一丛草的形状。

《芦荟》1.厚厚 挺直 白色 美丽 2.（1）看 触 长 厚 边上有刺 上

面有花纹 （2）挺直的叶子就像一把剑刺向天空。 叶子 剑 生动形象地写出

了芦荟地叶子地形状 3.（示例）橘子一般是扁圆形或近圆球形的，有少数呈规

则圆球型。橘子的外皮有的比较厚，摸起来十分粗糙,有的很薄，摸起来十分光

滑。外皮常见颜色有橙色、淡黄色、朱红色、深红色等。

第四站：写要有“全”

答案不唯一（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