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9月，我省正式使用统编教材，不少一
线教师直面这些问题：单元间是依次进行还是可以
重新排列？单元内部课文是每篇必讲还是挑着讲？
教读课文的落脚点在哪里？教读篇目与自读篇目是
什么关系？重单篇教学还是重群文教学？单篇教学
与群文教学什么关系？活动课需要传统教学程序
吗？整本书怎么考？活动课的教学内容怎么评价？
在此，笔者试着厘清两组重要关系，寻找打开统编
教材的正确路径。

一、 清醒认识两组关系

1.核心素养、 新课标与统编教材的关系。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提出从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方面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
人，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也是
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各学科就此
都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指导、引
领、辐射学科课程教学，促使教学上升为教育；新
课标指引着体现国家课程内容的新教材的编写，统
编教材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
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这意味着课程
改革不只是换教材，而是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提
倡项目化、对话式、探究型、重实践的教学方式。

2.大单元设计与学习任务群。

统编教材由必修教材、选择性选修教材、选修
教材三大块构成，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是由低到高。
三类教材里的学习任务群互有重复交叉，整合后是

18个学习任务群。必修教材是基础，完成这阶段的
学习任务是关键，务必在这个阶段把教学任务做实、
做细，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必备能力；在选修阶段，
发现学科的专业苗子，为培养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统编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单元设计与学习任

务群。大单元设计以语文核心素养为纲，即素养本
位的单元设计，而语文学习任务群是基于语文核心
素养的单元设计，二者关系紧密。高中语文统编教
材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双主线规划单
元设计，在人文主题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与情感
发展，在单元学习任务中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在读写共生中培养学生运用言语的能力。它打破单
一以文体组合课文的方式，取而代之以主题聚合、
不限文体、单篇加多篇的方式组合课文。每一个单
元都是一个微课程，以大任务驱动为核心，围绕着
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完整学习事件。18个任
务群既各自为群，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大任务群。
二者都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注重真实情境下
的问题解决，体现出语文学习能力与育人同等重要。

二、 高中统编教材的正确打开方式

1.树立用教材教的理念， 整合是关键。

（1） 树立用教材教的理念。统编教材的单元组
织形式分两类，一类以课文或整本书的阅读为基础，
读写结合，在阅读单元中把写作内容、方法的训练
与阅读整合，达成在真实情境中完成写作任务的目
标。另一类以专题性语文活动为主，更直接地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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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动意识、实践能力。统编教材的阅读体系建
构是三位一体的，即“教读———自读———课外阅
读”，指引教师要引领示范进而推动学生自主阅读，
语文课堂由课内向课外延伸，而教给学生阅读方法、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是通过单元教学来实现，所以教
师在限定课时内，要对教材的单元导语、阅读篇目、
单元学习任务进行全盘考量、合理开发、科学设计，
这考验着一线教师整合教材的能力。特别要注意的
是，按顺序一篇一篇挨个教是绝对行不通的，有违
统编教材初衷；每篇都按一个套路教学，学习停留
在一个层面上，有悖深度阅读的理念。
（2） 整合是有效解决统编教材使用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的关键。教师必须根据学情，重新调整
单元之间的排列顺序，重新调整单元内部的篇目顺
序。比如使用必修上册，一开学就要布置整本书阅
读《乡土中国》，将 9课时分散在一个学期，分阶
段进行任务性阅读。又如第 6单元学习了《劝学》
《师说》，就可以插入第 8单元的活动课《词语积累
与词语解释》中“语言的演变”一节内容。再如在
学习第 5课新闻评论之后学写评论时，可以使用第
4课通讯报道中的自读篇目作为素材来源，以《以
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第三段为范例，先分析该
段的结构和论证逻辑，然后再仿写一段评论，达到
读写的完美组合。这样整合，解决了教材容量大与
课时有限的矛盾，达成有效教学。
（3） 教读篇目带动自读篇目，教会一文带会一

类。教读篇目多是经典之作，也是实现单元学习任
务的最佳范本，教读课文务必精耕细作，自读课文
务必让学生学以致用。例如，《短歌行》是教读，
《归园田居》是自读，教材编制显示了一文带一类
的意图，这两首都是古体诗，第一个单元学习任务
是“从本单元选择一首诗，查找相关资料，探讨诗
作的内涵，思考对你有怎样的启示，与同学交流”，
提示教师可以教读篇目《短歌行》教会学生“知人
论世”的解诗方法。
（4） 单篇教学与群文教学美美各异，因需而

定。单篇教学与群文教学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
群文未必比单篇高明、高级，也不是所有课文都需
要群文阅读。较深的课文应该要单篇教读精读，较
浅的课文让学生自读，教读是为了给学生一个示
范，给一个读书和思考的方法，有了示范，学生更
快学会自读。群文阅读突破以往一篇一篇地教课文
的教法，希望学生学会一组一组地学课文，促使横
向拓宽视野，纵向深入比较，有助于培养深度学习

的能力。但用于教学的群文不是简单地拼凑叠加，
需确定有效的共同议题，建构合理的理解结构，使
貌似不相关的文本建立起某种关联性理解。

2.提高教学站位， 推动从教学走向教育。

语文课的站位在于提高人文素养，提高学生语
文能力，所以教师们在备课、教学设计、课堂教学、
实践活动中，关注学习能力提升的同时更要关注人
文素养的养成，依托单元导语提示，在完成单元学
习任务的过程中实现人文教育，在润物细无声中化
育。以第 7单元的 16课为例，《赤壁赋》与《登泰
山记》，根据单元导语提示“要关注作品中的自然景
物与人生思考”，和单元学习任务二的第 2题“探讨
历代文人寄托在赤壁与泰山上的不同情思”，可设计
一节关于“文人山水与人文山水”的群文阅读课，
从引导学生寻找两个文本的异同出发，领悟文本中
各自的文人情怀，再引入《赤壁赋》 《登泰山记》
写作背景，通过知人论世，让学生了解苏轼与姚鼐
此时的人生困境，在从文人山水到人文山水的课堂
行进中，学生深切感受到苏轼多次被贬的达观，姚
鼐进退两难后的抉择，提高自己生命的韧度。

3.找准目标定位， 调整教学策略， 实现学以致用。

单元学习任务既是教学的起点，通过情境、目
标、活动等引导学生的学习行为；又是教学的终
点，通过过程、结果、评价等检验学生的学习目标
达成。因此，一节就要定下一个学习任务，一节课
就要明确一个教学目标，并把目标作为我们备课、
教学的参照、对照，以此确定采用单篇教学或是群
文教学，是传统教学课、活动实践课、阅读教学课
还是读写共生课。各种课型各有策略，时间分配各
有长短，教学点各有轻重，要因“材”施教。无论
什么课，都要突出学生主体，重视学生的体验与获
得，突出学生的言语实践，最终达到学以致用、迁
移能力的目的。例如，必修上册第一单元学习单元
导语提示“尝试写作诗歌”，单元学习任务四要求
“发挥想象写一首诗”“注意借鉴本单元诗歌在意
象选择、语言锤炼等方面的手法”，由此确定采用
读写共生课。然后选用第 2课中四首现代诗作为本
课的教材。写诗是本课的重点、难点，四首现代诗
是学写诗的蓝本，教师提示学生从诗句分行、韵
律、意象、修辞四方面品读、感悟其中个别诗句，
发现归纳现代诗的特征，再以三行诗的载体指导学
生创作，互相交流，推出佳作，展示点评。这样在
任务的指引下，在策略的推动下，学生动心动脑动
手动口动，最终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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