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2 0. 09

进入新时代以来，深化素质教育，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成

为课程改革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取得了新的突破，提出了语

文核心素养与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概念，代表了语文

课程改革的方向。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是根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编写的，按照

编者的意图，采用了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双线结构

组织单元的方式。怎样运用语文核心素养与语文学

习任务群的思想，采用大单元教学的方式，对现行教

材进行新的教学设计，是大家关注的重要话题。

语文大单元教学通过提炼相对合适的单元主

题，努力发掘单元人文主题与各种语文要素之间的

有机联系，把诸多元素统一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

过程是语文素养发展的过程，也是精神生长的过

程。通过引入真实的生活情境，消除语言作品与学

生生活之间的隔膜，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学

习，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学习。通过大任务统

领单元学习活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创造性学习，

主动积极地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

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与品质。

通过嵌入式评价、整合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

结性评价，支持与促进学习和教学的改进，真正实现

教、学、评的一致。因此，须要依据课程标准，研究教

材内容与编写意图，研究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学习能

力，研究学生的语文生活，研究信息技术环境给教和

学带来新的机会与可能，统筹考虑设计单元学习目

标、单元主题、学习情境、学习任务与学习过程、评价

与反思，保持这些单元内部元素之间的自然协调。

关于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价值，笔者在拙作

《语文大单元教学的追求》［1］中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本文结合我们设计团队的实践，对语文大单元教学

的设计思路进行初步的梳理。

一、提炼单元主题

教材每个单元都包含着多重教学目标。这些

目标之间，有的联系比较紧密，有些联系比较松

散。设计单元整体教学，就要努力寻找多重目标之

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建立体现人文价值的目标与

体现工具价值的目标之间的联系，以素养为本进行

有机整合，提炼单元目标与主题，使教学目标更加

集中，更加聚焦，统领单元的情境、任务等设计，更

加自然流畅地实现单元的多重教育价值。

统编语文教材（本文均以统编语文九年级教材

为例）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是“活动·探究”，安排了

自主欣赏、诗歌朗诵、尝试创作三个任务 ，还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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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导读”。安排欣赏的作品有《沁园春·雪》等，诵读

的作品自由选择。教材安排的教学目标比较多，既

涉及具体诗歌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的欣赏，也涉及诗

歌欣赏、朗诵、创作的方法，比较分散。虽然整个单

元都是围绕诗歌展开的，但各项目标之间的关联度

似乎不高。然而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单元

中的几篇作品虽然内容风格各异，但都倾注了诗人

炽热的爱的情感，通过美好的意象、语言和韵律，抒

发了对祖国、对人民、对故土、对亲人、对自然、对生

命的爱。欣赏这些诗歌，应该通过朗诵、研读，因声

求情，揣摩诗人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体会诗人真

挚独特的情感。学习朗诵诗歌、创作诗歌，也应该

学习以声传情，通过朗诵，表达、传递诗歌中蕴含的

情感；运用诗歌语言与意象表达自己的情感，让生

活充满温暖的阳光和浓浓的诗意。如果以“爱的赞

颂”为主题，“赞美和吟诵”为主任务，就能把本单元

需要学习的内容、形式、方法几项目标有机地关联

起来。“爱的赞颂”的主题提炼，贴切地联结了众多

教学目标，牵动了整个单元设计。

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安排了阅读《岳阳楼记》《醉

翁亭记》《湖心亭看雪》《诗词三首》几篇诗文，同时安

排写作“议论要言之有据”。尽管阅读文本内容主题

不一，但是体裁、题材相对比较接近。另外，写作教学

目标与阅读教学目标联系不太紧密，古代作品与学生

之间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上的距离也比较远。然而，

古代作品中描绘的山川草木绵延古今，古代文化巨匠

登临江山所抒发的情感穿越千古，至今能引起我们的

共鸣。因此，可以“千古悠悠此登临”作为主题和情

境，以“探究山水之间的情意”作为主任务，通过诵读

欣赏古代作品，探究古人的登临之意，发现千古江山

绚丽风景中蕴含着的深邃思想、博大胸襟，进而思辨

不同作者的不同思辨之意，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受到

的感染、鼓舞和激励，表达对几位作者态度、观念的看

法。这样就把整个单元的各项目标、任务都打通了，

把学生与古代作品联结了起来。

二、选择教学设计的切入口

教材每个单元教学内容都比较丰富，这些内容

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选择其中的某一个

角度切入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这里重要的

是需要考虑选择哪个角度切入，更有利于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更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

习、创造性学习。这就需要仔细分析教材内容之间

的联系，选择合适的切入角度，设计单元学习的大

任务和连贯的学习过程，实现单元教学目标。

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选文都是议论性文章，两

篇精读，两篇略读；写作是“观点要明确”；综合性学

习是“君子自强不息”。一般的教学设计都是一篇

一篇地阅读，然后写作，最后综合性学习。我们研

究了本单元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之后，选择从略读课

文毕淑敏的《精神的三间小屋》切入，以“拓宽精神

的旷野”为主题，以“建造我的精神小屋”为主任务，

进行单元整体设计。先引导学生研读《精神的三间

小屋》及其启示，设计自己精神小屋的蓝图；再引导

学生拓展精神的旷野，使自己的精神小屋更加充

实，这其实是一个学习、思辨、论证的过程，而《敬业

与乐业》《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论教养》三篇文章正好与毕淑敏所说的三间小屋

具有内在联系，于是自然引入这几篇文本的学习与

写作；最后让学生创作自己的雅室铭文，又把阅读、

写作、综合性学习勾连起来。这样，教学过程逻辑

清晰，各项教学内容有机整合，发挥了一加一大于

二的综合效应。

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也是以议论性文体组元

的。鲁迅、顾颉刚、罗伽·费·因格、陶行知以严谨的

态度、翔实的材料、严密的逻辑，科学论证了相关的

思想。仔细研读他们的文章我们发现，学习这几篇

文章不但有助于锤炼思想，提高思辨能力，也有助

于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培养敢于质疑的精神，发展

创造性思维，激发创造性潜能。因此，我们的设计

从陶行知的《创造宣言》切入，以“自信 质疑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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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以“一场关于创造的讨论会”为主任务，在

分别讨论了自信、质疑、创造之后，再讨论“自信、质

疑、创造的关系”。既把几篇文本的内容、论证态度

和方法的学习贯通，又把文本阅读与写作“论证要

合理”、口语交际“讨论”的学习融为一体，更加有利

于单元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寻找语文与生活的联系

教材每个单元都与学生的生活保持着这样那

样的联系，不过是有些看起来近一点，有些看起来

远一点。很多时候，创设合适的单元学习情境，不

仅能使学习内容与真实生活融为一体，也使单元目

标、任务等设计更加自然和谐。

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是小说单元，鲁迅的《故

乡》、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曹文轩的《孤独之

旅》，几篇小说的情境与学生当下的生活情境和心

理预期都有些距离。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很纯真，对

人生和社会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这时候引领他们

睁大眼睛去看世间百态，体味文学作品的魅力，与

故乡的闰土、“我”的叔叔于勒、孤独少年杜小康在

小说中相遇，认识社会的丰富复杂、人性的美好与

丑陋，感受生命成长中的酸甜苦辣，会对他们的终

身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用“睁大眼睛去看世

间百态”，把他们纯真的心理、美好的期待，与社会

和人性的复杂，与成长中必然会遇到的酸甜苦辣联

结起来，由此出发，设计“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的对

话”“让于勒来讲讲自己的故事”“为杜小康写一个

成长小传”等几个学习活动，就更容易让他们进入

小说的情境，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有利于

他们对小说内容及形式的深度理解与欣赏。

九年级上册第六单元是古典小说，与学生的距

离更远，怎样设置单元的学习情境？有多种选择，

比如，这些古典小说塑造的形象具有跨越时空的魅

力，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这些

小说自诞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人的生活；等

等。但是，如何更加贴近当下学生的生活？我们思

考，还是从初中学生阅读文学经典的环境、问题出

发：明清古典白话小说依旧是当下阅读的热点，并且

通过电影、游戏、漫画等多种形式呈现在大众视野

里，面对娱乐化、庸俗化的阅读环境，浮躁的社会心

态和阅读现状，引导学生以礼敬的态度静下心来，运

用评点的方法精读经典，欣赏经典的文学艺术价值，

领会文学经典在塑造民族灵魂、传承文化精神中的

意义，提高审美鉴赏的品位与能力，是一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从这里出发去组织学生学习，不但能提

高本单元小说学习的质量，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礼敬

经典的态度、阅读鉴赏的习惯与能力。

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学习，使语文更加鲜活，更

加丰富多彩，使学生的语文学习成为他们真实的语

文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精神生长的过程。比

如，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就是一个促进精神生长的

情境，让学生经过学习、研究、思辨，在领略过辽阔

的精神旷野的风景之后，建造精神的小屋，盛放爱

与正义、敬业与乐业、尊重与优雅，登临更高的境

界，提升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做一个精神世界丰

富、内心充实而坚韧的人。同样，九年级上册第一

单元在充满爱意的情境中学习，第三单元在情景交

融的情境中学习，第五单元在激发创造的情境中学

习，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同时，也能够促进情感

的升华、思想的锤炼、精神境界的提升。

四、坚持以学习语言运用为基础

如前所述，语文教材的内容是丰富的，教育的价

值也是多重的。面对每个单元的多重教学目标，单

元教学可以有不同的教学设计。分项设计不同的教

学活动是常见的做法，大单元设计则是以语文素养

为本，有机整合提炼单元主题与目标，使教学目标更

加集中，统领单元的情境、任务等设计，更加自然流

畅地实现单元的多重教育价值。这种素养为本的有

机整合又是以学习语言运用为基础的。思维、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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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品德、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发展，是通过学

习语言运用、感悟理解欣赏文本来实现的。

九年级下册第一、三、六单元选文对于学生精神

成长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以“赤子之心”“浩然正

气”“壮志与豪情”概括单元的主题非常妥帖，凸显了

单元教学内容的人文价值，但是，单元教学设计中并

没有道德的说教，而是把这些有机渗透在学生的语

文学习过程之中。第一单元安排的是诗歌学习，这

些诗或者表达了勇于承担振兴民族重任的深情，或

者表达了生死存亡关头视死如归的气概，或者表达

了渴望投身革命的豪情，或者表达了平凡生活中对

一粒沙、一朵花的真挚热爱，字里行间都跳动着诗人

的赤子之心。单元教学活动，一是设计了“赤子之

心”主题朗诵会，反复诵读，体会诗人通过自由诗体

抒发的丰富情感，用不同的声音传达豪迈而奔放、深

沉而细腻的赤子之心；二是设计了“独特的意象与舒

婷的情感历程”“海燕的象征意义”“《梅岭三章》与

《示儿》的意象”等探究活动，探究诗歌鲜明形象中的

深厚意蕴；三是设计了学写新诗的活动，捕捉生活中

的独特意象，抒写“我”的赤子之心。三个学习活动

都是从诗歌的特点出发、从学习诗歌的规律出发设

计的，更容易激发学生的豪情壮志，激发他们树立远

大的理想和抱负，对他们的终身发展产生难以预料

的影响。围绕知识点的架空分析和简单说教，不可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诗言志，歌永言”，学习诗

歌也应该从语言去感受诗人的情感，即所谓“披文以

入情”，才能形成情感的共鸣，发挥诗歌特有的教育

价值。第三、第六单元的设计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

五、设计合适的关键性教学活动

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由主任务引领系列的学习

活动，而任务和学习活动的设计又都是以单元的内

容为基础的。因此，须要认真研究单元教学内容及

其特点，研究单元内容所蕴含的教育价值，研究教材

编者所设定的单元教学目标，寻找最为匹配的学习

任务与学习活动。

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四篇小说并没有按照以

往分析小说的同一个套路设计。《孔乙己》围绕“孔乙

己去哪里了”组织学习，通过撰写寻人启事，引导学

生钻研文本，全面认识理解孔乙己和他的生存环境；

通过续写《孔乙己》，更深层地理解孔乙己的命运，探

究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根源。《变色龙》的学习围绕“我

发现的变色龙”进行，通过“六说变色龙”梳理《变色

龙》的情节变化，认识奥楚蔑洛夫和他周围那一个个

不同的人物；通过杂谈生活中的变色龙，进一步加深

对经典形象超越时空的意义的理解。《溜索》《蒲柳人

家》则是通过抓住“最为惊心动魄的溜索场景”，选择

“一丈青大娘”或者“何大学问”，讲述传奇故事，领略

西南马帮英雄和京东运河边农民的普通人传奇，发

现作品中人物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社会价值。四篇

小说不同的教学设计各具特色，都与文本特点和教

学目标密切相关，都是在整个单元通盘考虑的基础

上进行的，更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九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是戏剧，教材设置为“活

动·探究”。戏剧最适合立起来看，而不是读剧本；排

练与演出过程中的体验，也更能加深对戏剧的理

解。既然是“活动·探究”，不如以排练与演出为主

线。于是，单元设计改变了“阅读与思考”“准备与排

练”“演出与评议”的思路，以校园艺术节作为大情

境，设计“导演说戏”“我就想演这一个”“剧本回头

看”三个真实的任务。让每个学生都去当一回导演，

梳理介绍动人剧情，评点剧中人物形象；让每个学生

都选择一个角色去扮演，去撰写人物小传，创编表演

脚本，在表演中体验、理解；让每个学生在“说戏”“演

戏”“看戏”之后“评戏”，有过这样的体验，学生对剧

本的认识与理解自然会更加深刻。

六、妥善处理单元整体与单篇文本之间的关系

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改变了单篇课文逐篇逐段

按照知识点框架分析的思路，进行单元整体设计，以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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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要求，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

少于800字”；其特有属性是对作者、读者或体裁的特

殊要求。若只具有共同要求的共有属性，就不是任

务驱动型作文题；若具有特殊要求的特有属性，就是

任务驱动型作文题。非任务驱动型作文题对读者要

求很一般，也很传统，基本是由阅卷老师代表着的那

些与考生身份相当的读者；对作者的要求更一般，就

是考生自己；对体裁的要求也一般，记叙文、议论文

或抒情文，很多试卷明确规定不准写诗歌。

现在来看2020年全国卷Ⅰ、Ⅱ、Ⅲ的作文题，全

国卷Ⅰ体裁是“发言稿”；全国卷Ⅱ作者是参加“世

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的“中国青年代表”，体裁

是“演讲稿”；全国卷Ⅲ读者是“即将入学的高一新

生”，体裁是“一封信”。它们都很特殊，都驱动着考

生进行特殊要求的写作活动，与一般的作文要求不

同。如此以特殊任务考查学生面对生活实践的作

文能力及其综合素质，比传统作文题的一般任务更

能体现作文题“能力目标设计语文学科化”的命题

理念。

参考文献

［1］《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

［教试中心函（2016）179号］。

［2］张悦群. 能力目标设计学科化步履维艰：2019年全

国各地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题评述［J］. 语文建设，2019（8）.

［3］张悦群. 2020高考语文命题之我见［J］. 中学语文教

学，2020（5）.

［4］［5］教育部考试中心.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1.

项目为载体，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文生活情境中，综

合运用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思考与探究多种学

习方法学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仔细研读每

篇文本。因此，深入理解、妥善处理单元整体设计与

每篇文本的研习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九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安排了阅读《短文两篇》

（《谈读书》《不求甚解》）《山水画的意境》《无言之美》

《驱遣我们的想象》，写作“修改润色”，口语交际“辩

论”。我们用“艺海拾贝”统领“读书问学”与“谈文论

艺”两个学习任务。“读书问学”设计了三个学习活

动，开始是名人谈“读书”，重点研读《谈读书》《不求

甚解》；接着拓展两个活动，“我说‘读书’”“‘好读书，

不求甚解’辩”，把教材里的口语交际安排在“读书”

这个话题之中，三个学习活动整体安排，逻辑线索很

清楚，重点研读的文本也很突出，而且会在后面两个

活动中进一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领会。“谈文论

艺”也是三个活动，一是“探寻意境之美和无言之

美”，研习《山水画的意境》《无言之美》；二是“体会想

象的力量”，研习《驱遣我们的想象》；三是“我的诗词

新探”，引导学生使用从以上三篇文本中学到的艺术

鉴赏方法，去重温以前学过的古诗词，学习用审美的

眼光去学习文学，逐渐形成审美的意识和审美的自

觉。同时，第三个活动把教材中“修改润色”的写作

学习融合进去。这样，整个单元的学习置于学生当

下语文学习生活的真实情境之中，会直接影响和改

善学生语文学习的状态。单篇文本的研习也是单元

整体设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本的价值得到更好

的体现。须要注意的是，由于是单元整体设计，单篇

文本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整体设计中的一

个部分，学生会按照学习任务去学习，而不会再由教

师按照解题、作者介绍、分段分层、段落大意、主题思

想、写作特色的套路去组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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