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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一课多篇”的教学价值及其教学活动设计＊

蒋　霞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中学，２１３０１７）

摘　要：“一课多篇”是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具有为学生

理解单元人文主题内涵提供内容性支撑和为帮助学生实现分解化的学习任

务群目标提供理解性支架的教学价值。“一课多篇”的编排体例提醒教师，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不要忽略其教学价值，应以人文主题为引领，将学习任

务群的要求贯穿活动的始终，有效落实对学生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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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多篇”，即多篇文本组合成一课，是统编

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个突出特点。温儒敏教授在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特色与使用建议———在统

编高中语文教材国家级培训班的讲话》中指出，统

编教材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两条线索组织单

元。笔者以为，“一课多篇”的编排，不仅是宏观层

面对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要求的呼应，还具有

更深层次的教学价值，即为学生理解单元人文主

题内涵提供内容支撑，为帮助学生实现分解化的

学习任务群目标提供理解性支架。这样的教学价

值也为教师的教学活动设计提供了依据。教师在

设计教学活动时，要以人文主题为引领，将学习任

务群的要求贯穿活动的始终，有效落实对学生素

养的培育。本文聚焦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

单元的第４课（三篇课文），阐释“一课多篇”的教

学价值及其教学活动设计。

一、教学价值

（一）为理解单元人文主题内涵提供内容性

支撑

温儒敏教授指出，“人文主题的设计充分考

虑新时代高中生人格和精神成长的需要，涉及面

宽，但聚焦在三方面：‘理想信念’‘文化自信’和

‘责任担当’”。且每个单元的人文主题都会突出

其中某一方面，并以此作为单元组合和内容选择

的重要依据。

第二单元共分为三课（第４课、第５课、第６

课），围绕“劳动光荣”的人文主题，从不同角度引

导学生体会“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其中，第４课包括三篇

人物通讯，聚焦优秀劳动者的先进事迹，传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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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改造世界，劳动创造文明”的深刻道理。农学家

袁隆平尊重事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以天下为

己任，使“饥饿的威胁”退却，其劳动具有创造性，

解决的是亿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售货员张秉贵在

平凡的岗位上怀着为人民服务的劳动热情，温暖

众人心，其劳动具有服务性、感召力，突出了平凡

劳动者的可贵；“探界者”钟扬在不同领域里作出

杰出贡献，既有创造性的科学探究，又有普及性的

科学传播，还有传承性的教书育人，其劳动指向国

家的未来。三位劳动者虽从事不同行业、身处不

同岗位，但其奉献精神与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作

出的贡献是相同的。在一课中编排这样三篇人物

通讯，为学生充分理解“劳动光荣”的主题内涵提

供了内容性支撑。学生跟随社会主义劳动者在不

同行业、不同岗位上体会劳动的应有价值，理解劳

动不分高低贵贱的应然品质，学会承担起应负的

劳动责任。同时，这三篇文章也为学生理解第５

课中时代特点下的工匠精神提供了素材支撑。换

言之，仅设单篇不足以承载“劳动者之歌”的主题，

不足以体现社会主义劳动者不分行业、不分岗位

而尽忠职守的劳动态度，不足以让学生真正体会

到爱岗敬业的劳动观念。

因此，“一课多篇”的编排，从学习内容上来

说，是对单元人文主题内涵的深入挖掘，是对学生

纵深理解人文主题的有效引领。

（二）为实现分解化的学习任务群目标提供理

解性支架

温儒敏教授指出，“学习任务群是单元组织的

另一条线索，每个单元都有设计若干指向语文核

心素养的学习任务，保证语文工具性的落实”。统

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单元主体属于“实用性

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

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对这一任务群提出的

要求为“引导学生学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

语文，包括实用性文本的独立阅读与理解”。

第４课的目标指向“学会分析通讯的报道

角度，理解事实与观点的关系，抓住典型事件，

把握人物精神”。安排三篇文章，是为帮助学生

实现这一分解化的学习任务群目标提供理解性

支架。

其一，三位作者在记叙新闻事实与表达观点

的方式上，各有特色。《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

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追述了杂交水

稻的研究过程，清晰还原了袁隆平的探索之路，以

此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并以小标题的形式凸显

人物品质；《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通过典型事

例、场景描写、众人评价等来讲述新闻事实，在情

感表达上直白、强烈，富有感召力；《“探界者”钟

扬》以人物的人生经历为序，以类似“传记”的形式

展开记叙，并融入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以揭示其内

在品格，形象饱满，客观真实。

其二，三篇通讯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体现出不

同时代下的语体风貌和社会精神。《喜看稻菽千

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最初刊发于２００１年，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书写

的不只是人物，还有时代精神。１９９５年，我国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社会发

展的重要位置。为写好大主题下的“大人物”，作

者巧妙地将多种表达方式融于一体———既有细致

入微的细节描写，又有要言不烦的议论，还有饱满

蕴藉的抒情。同时，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数据，

契合主人公认真严谨、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反映

出时代的价值追求。《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发表于１９７７年，语言通俗平易，有利于传播。在

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还未普及的年代，这样的语体

特点呈现有其必然性。同时，“为人民服务”“无私

奉献”等极富时代印迹和政治抒情意味的口号贯

穿全篇，唱响了时代主旋律。《“探界者”钟扬》发

表于２０１８年，在写作方式上与一般的典型报道有

所不同。在结构和情节布局上，作者采用了讲故

事式的叙述手法，内容充满了年代感和生活气息，

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与《心有一团

火，温暖众人心》中直白炽热的情感表达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正是同文体、不同风格的文本组合，为学生搭

建了理解性支架，使其与课文形成了有效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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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一课多篇”的教学活动设计

“一课多篇”的教学价值为教学活动的设计提

供了较大的指导意义，也为情境任务的设计提供

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应

充分考虑单元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目标，以人

文主题为引领，将学习任务群的要求贯穿活动

始终。

基于对第４课的分析，笔者设计了如下教学

活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劳动者，他们无私奉献、

锐意进取、勇于创造的时代精神和创举，必将镌刻

在时代的丰碑上。为纪念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名

字，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决定为袁隆平、张秉贵、

钟扬塑像，设立专门展区，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的先进事迹，彰显劳动者的时代风貌。请你完成

以下活动：

【活动１】三篇通讯中刻画了很多传神动人的

细节。如果你是雕塑设计者，你会将雕塑的形象

定格于哪一处细节？结合课文，说说你的理由。

【活动２】刚才各位“设计师”已经展示了自己

的设计思考。如果你是评委之一，你会如何评价

各位“设计师”的选择？请你简要点评并打分。

【活动３】三位劳动者的塑像已完成，蜡像馆

将为其组合设立专门展区。请你为展区拟写一个

主题名称，要求紧扣人物精神，１２字以内；并为该

展区写一段解说词，说明人物的先进事迹，彰显其

时代精神，不少于３５０字。

【活动４】朴实干净的语言，真切感人的细节，

冷静的事件叙述，客观的人物评价———从三篇文章

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物通讯的魅力。“五一”劳

动节快到了，校报开辟了《劳动者之歌》人物通讯专

栏，请你选择身边的一位“劳动者”，写一篇人物

通讯。

以上活动设计将三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围

绕“劳动”主题，聚焦核心任务，将文本研习、情境

体验、写作实践等不同性质的活动融为一体。活

动１，让学生回归文本，帮助学生掌握以细节刻画

人物形象的方法，实现学生对人物精神的理解；活

动２，转换视角，借助学生之间的互动评价，尝试

分析人物通讯的写作角度，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人

物通讯的理解；活动３，聚焦三位劳动者的精神品

质，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深化对单元人文主题的认

识，同时，概括和梳理练习也指向学生的语言建构

与运用能力，能够检验学生对人物通讯的掌握情

况；活动４，旨在引导学生将目光投向身边人、身

边事，感受劳动者的荣光，并将所学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切实体会人物通讯的魅力。４个活动从人

物通讯阅读递进到人物通讯写作，充分发挥了“一

课多篇”的教学价值，促进了学生对人文主题和学

习任务群要求的全面把握。

“一课多篇”中的各篇文章不是完全独立的

个体，在帮助学生理解单元人文主题的内涵以及

实现分解化的学习任务群目标方面发挥着极大

的教学作用。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不要无视

“多篇”组合的存在，而要基于人文主题的立意和

学习任务群的要求，发挥出“一课多篇”的应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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