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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多篇组合课
”

在单元中的定位

多篇组合课与单元是部分与整体、平面与立

体、分与总的关系 。 它既从属于单元大主题和单

元任务 ，
又有独立结构 ， 是主题统领下的选文组

合。 这种编排使单元在内容立意上呈现出结构化

特征 ，为大单元 、大任务 、 大情境的设计提供了教

材依据 。

以统编版必修 （ 下册 ）第一单元为例 ，该单元

的人文主题是
“

中华文明之光
”

，选文包括诸子散

文和史传散文两部分 ， 聚焦 中 国古代思想 中 的

“

礼 、仁 、道 、义
”

经典概念 ，表达了
“

文明之光
”

的

核心要义 。 诸子文包含孔孟之道 、老庄思想 ，
三篇

文本涉及三种表达体例 ， 即语录体、论辩体 、 寓言

体。 史传散文选择了可读性极强的两篇经典叙事

性文章 ，但 《烛之武退秦师》 《鸿门宴》并没有合为

一课 。 究其原因 ：

一是从传统分类看 ，前者属于经

部 ，后者属于史部 ；
二是两者教学侧重点不同 。 以

下图说明 ：

中华

文明 ．

诸子文

（ 子部 ）

之光
史传文

．儒家 《子路、 曾 皙 、 冉有 、公西华

侍坐 》 《 齐桓晋文之事 》
——礼、仁

■道家 《庖丁解牛 》
道

经部 《烛之武退秦师 》
——义、仁

史部 《鸿 门 宴 》
——义

１ ３＊ 读书 ： 目 的和前提／黑塞

＊ 上 图 书馆／王佐 良

该单元六篇文章分为 四课 ， 对应篇 目 数为

“

二一一二
”

， 因 为主题的历史性 ， 围绕
“

学习 之

道
”

，选文从古至今 ， 涉及诸子言论 、古代说理散

文 、现当代政论文 、杂文和随笔 。 《劝学 》 阐述 了

学习 的意义、态度和方法 ； 《师说》论述从师学习

的重要性。 两篇文章立意上相互补充 ， 指 向
“

学

习 的重要性
”

这一主题 ， 注重对问题的 阐释与剖

析。 《反对党八股 （节选 ） 》 《拿来主义》两篇文本 ，

皆在驳斥的基础上立论 ，破立结合 ，指向
“

形成正

确的学习观
”

主题 ， 注重议论说理的针对性和批

判性 。 《读书 ： 目 的和前提 》 《上图书馆》是有关个

人读书经历以及精神成长的随笔 ，对学生很有启

发性和教育价值。 该单元选文涉及三个层面 ，是

对
“

学习之道
”

主题的逐步挖掘 ， 实现从
“

道
”

到

“

术
”

到
“

体
”

、 从普遍认知 到个体感受 的 深化

过程。

从主题立意和素养 目 标来看 ， 《反对党八股

（节选 ） 》 《拿来主义》两篇文本是
一致的 ，那么 ，能

否合二为一呢 ？ 合起来组成三课 ， 对应篇 目 数

“

二二二
”

，整体相对清晰 ，也便于单元任务设计。

如下 ：

有的单元选文编排逻辑是按照单元大主题的认

知规律来进行的。 如统编版必＃ （上册 ）第六单元 ：

１０ 劝 学／《 苟子 》

＊ 师说／韩愈

１ １反对党八股 （ 节选 ）
／毛泽 东

１２拿来主义／鲁迅

学

习

之

道

《 劝 学 》 《师说》
—学 习 重要性 （ 阐释性 ） 古

《反对党八股 （ 节 选 ） 》 《拿来主义 》
—树

■ 立正确 的 学 习观 （ 批判性 ）

《读书 ： 目 的和前提》 《上 图 书馆 ？
—读 书

．体验感悟 （ 启发性、 引 领性 ）今

进一步来看 ，

“

多篇组合课
”

的组合关系是任

ｚ ｈ ｏｎ ｇ ｘｕ ｅｙ ｕｗｅ ｎ ｊ

ｉ ａｏｘ ｕｅｃ ａｎ ｋａ ｏ
？

ｇ ａｏ ｚ ｈ ｏ 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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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设计的重要依据。 有的是并列类型 ， 如 《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华侍坐 》 《齐桓晋文之事 》 《庖丁

解牛 》 ；有的是互补类型 ， 如 《劝学 》 《师说》 ； 有的

是主次支撑类型 ，如 《读书 ： 目 的和前提》 《上图书

馆》 。 当然 ，组合关系不局限于此 ，需要在剖析文

本和对比立意的基础上 ，基于任务群梳理出相互

关系 ，才能更好地确立学习 目标 。

二 、

“

多篇组合谶
”

任务设计初探

新课程注重相对宏大的大单元任务设计 ，但

在教学中有很多困境 。 这时 ，

“

多篇组合课
”

教学

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

“

多篇组合课
”

的教学与单

篇教学有区别 。 笔者认为
“

多篇组合课
”

在单元

中与 同级的单篇地位平等 ，与大单元相较 ，本质是

一样的 ， 只是不 同层级的单元呈现不 同 。

“

多篇

组合课
”

的整合教学可以为大单元任务设计搭建
“

台阶
”

。 如何对
“

多篇组合课
”

进行整合设计呢 ？

（

一

）麵组■辑 ，明确篇目关系

依据组合特征 ， 明确篇与篇之间 的关系 。 组

合选文编排的逻辑关系 ， 给情境任务设计提供可

能性和必要性 。 情境活动设计是打通文本关节 ，

确定关联 ， 以核心任务来整合篇 目 ，实现语文学习

的综合性 、实践性 。 例如 ， 整合必修 （ 下册 ） 第六

单元第 １３ 课《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装在套子里的

人》两篇小说时 ， 以下任务设计很有启发。

教材把 《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 》 和 《装在套子里

的人》编在 了
一课 ， 有 的 同 学认为 这 两篇 文章 的

差异很大。

一篇是 中 国 古典 白话小说
，

一篇是外 国

小说。 林冲和别 里科夫两个人的 身份差异也很大。

编者为什么要把这样两个人物编在 同
一课呢？

有人提 出这样一 个观点 ： 其 实林冲也是一个

“

套 中人
”

， 对于这个观点你怎 么 看 ？

请根据阅读 两篇 小说的 感 受 ， 写 一篇 读 书 札

记
， 阐述你的观点 。

学生依据对两篇小说的联读 ，从文中 的人物

对话 、环境 、人物之间 的关系等层面思考分析
“

林

冲是不是套中人
”

， 从而指 向两篇小说的学 习 主

题。 学生对 《装在套子里的人 》 的研读 ， 明确
“

套

中人
”

的形象意义 ， 成为进一步学习 的基础和工

具 ，人物形象的联系与对 比 ， 实现了文本间 的互

动 ，也真正实现了
“
一课多篇

”

的教学价值。

（二 ）麟Ｍ立意 ，实＿体对话

对
“

多篇组合课
”

的教学设计也要提炼主题 ，

即单元大主题下的小主题。 依据主题建立一个驱

动任务 ， 组织成一个围绕 目 标 、 内容 、评价的
“

完

整
”

学习 事件。 例如 ， 必修 （ 下册 ） 第六单元 《促

织 》 《变形记 （ 节选 ） 》 ，基于
“

同 中求异
”

的思路 ，

可用如下任务带动对比阅读 ：

学 习 了 《 变形记 》这篇 小说后 ，

一 同 学对作者

卡夫卡推崇备至 ，
认为格里 高 尔

“

变 形
”

为 甲 壳 虫

是神来之笔 。 另 一位 同 学则表示这种写 法蒲松龄

在 《促织 》 中早就 用 过
， 并无惊艳之处 。 两人的 争

论引 起全班 同 学 的 关 注 。 为 此
，
语文老师 决定组

织一次以
“

文 学作品 中 的 变 形及其 力 量
”

为话题

的讨论会。 作为班级的一 员 ，请你写一篇发言稿 ，

结合两篇 小说和 阅 读体验谈谈二者
“

变形
”

的 异

同
，要求有理有据 ， 不 少 于 ３００ 字 。

“

多篇组合课
”

中 的文本是相对独立的 ，各美

其美 ，但组合后 ，就形成或互补或并列或冲突或支

撑等关系 ，产生 了聚合价值 ， 化静为动 。 对
“

多篇

组合课
”

的整合教学是教材设计意图 的体现 ， 希

望通过文本与文本的立体对话观点碰撞 ， 实现聚

合价值的最大化。 下面以必修 （ 下册 ） 第一单元

第一课的活动设计为例说明 。

追古抚今 ， 与先哲闲话

学 习 《子路、 曾 皙 、 冉有 、 公西华侍 坐 》 《 齐桓

晋文之事 》 《庖丁 解牛 》 三篇 文章 ， 我们领略 了 先

哲们 的风采。 碰撞的思维 、智慧 的语言等 ，
无不给

我们 留 下 了 深刻 的 印 象 。 他们 不仅是思想 家 ， 也

是优秀的教育者 。

活动
一

：请从你的视角 ， 用 简 洁的语言给三位

老师各写一段
“

评教
”

文字 ，评一评你 眼 中 的孔老

师 、 孟老师和庄老师 。 如果可以 穿越时空 ，
你最愿

意跟随哪位老师 学 习 ？ 说说你 的理 由 。

活动二 ：如果可以 穿越时空 ，你觉得庄子和孔

子的 四个弟子 ， 谁有可能跟随孟子 学 习 呢 ？ 谁不

可能成为孟子的 弟子 ？ 为什 么 ？

活动三 ： 有人认为信息时代科技 日 新 月 异 ，
人

类的 思想观念与 时俱进 ， 两 千 多 年前的孔孟之道

老庄思想早 已 落后 。 对上述看法 ， 你有何认识 ？

结合这三篇文章和你对诸子 思想的 了 解 ，
谈谈三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高中 ２０２ １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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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思想 家对 当 下社会的影响 （ 需要有例证 ） 。

这三篇文章都是通过对话来展示思想 。 诸子

与交流对象构成师生关系 ， 过程中体现儒道各 自

的教育教化思想 ， 但语言风格迥异 ， 孔子要言不

烦 ，
孟子善辩 ， 庄子善喻。 这就是活动一的指 向 ，

借助
“

评教
”

这一学生喜欢的方式 ，实现了文本与

文本的比较 ，实现了读者 （学生 ）和作者的对话 ， 目 的

是加深学封诸子语言赚、教育思想的藤。

作为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 ，其单元 目标

之一 ， 即体会孔子 、孟子 、庄子思想的不同特点 ，把

握先贤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看法 ，从不同角度思

考其深层意蕴 ，并结合当下社会文化生活 ， 审视其

现代意义。 活动二 ，开放性的设计 ，正契合单元 目

标 ， 以假设师生关系实现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和 比

较 ，需要学生结合文本梳理三位大师的学说观点 ，

在对比中理性阐释 ，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 。 根据

课堂讨论 ，摘录部分 ：

表一 ：师生关系

老师 学生 关 系 阐述理 由 质疑辨析 研讨共识

孟

子

子

路
Ｘ

子路 大胆轻

率 ， 与孟子稳

重 的 性格不

符 ；子路主张

通过 战 争 强

国 ，
加 强 军

事 ，
孟子反对

战争

子路与孟

子提到 的

战争性质

－样吗

子路提 到 的

战争是 防御

的 自 卫性质 ；

孟子 反 对 的

是侵略 霸道

性质的战争

曾

皙

Ｖ

曾 皙 描 绘 的

春游 图 景 与

孟子 追寻 的

理 想社会是

一样的

曾皙描绘

的大同社

会与孟子

追寻的理

想好像不

一样

曾 皙展现 的

图 景是逍遥

世外 ，
是小众

的
；孟子主张

是入世的
，要

积极投 身 社

会实践活动 ，

所追 寻 的 理

想是普世的

注 ：表 中 以
“

ｘ
”

表示不可能成为 师 生 关 系 ，
以

“

Ｖ
”

表示

可能成为 师生关 系 。

通过对话实现多角度对比 ，撬动文本理解 ，让

学生在开放语境中充分展示富有创造性和个性化

的理解 ， 引领学生进人深度学习 。 这就克服了单

篇文本的价值局限 ，实现了文本与文本 、思想与思

想 、读者与作者的立体融合 ，真正实现了多篇组合

的聚合价值。

活动三 ，指 向 当下 ，鉴古而观今 ，思考并理性

审视传统思想的时代意义 。 活动指向对传统文化

思想的传承与理解 ，在探讨中拓展学生的视野 ，增

强其文化 自 信 、文化 自觉 。 活动三表述比较宽泛 ，

学生理解的难点是诸子思想在当下的表现形态 。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 ， 教师适当搭建教学支

架 ， 打开学生思维空间 。 笔者根据师生讨论 ，摘取

部分关于庄子的内容 ：

思想观点 ：依乎天理 ， 因其 自 然 。

当 下社会 ：

“

佛 系
”

青年对待生活
“

顺其 自 然
”

的 态度。

探讨结论 ： 庄子思想在 当代被误读 ，被用 作消

解现代人精神压力 的心灵鸡汤 。 其根？源在 于对庄

子
“

自 然
”

概念的误解 。

学生观察社会 ，体悟当下社会思潮 ，结合例子

交流验证 自 己 的观点 ，从而对诸子思想有理性辨

析 ，最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态度 ，这种态度是在

探讨交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有理有据且有生命力 。

（三 ） 为大单元任务设计搭建
“

台阶
”

完成了对组合课的整合教学 ，

一定程度上 已

经奠定单元任务教学的基础 ， 也为大单元任务设

计搭建了
“

台 阶
”

。 我 们还是 以统编版必修 （ 下

册 ）第一单元为例来分析。 五篇文章皆为经典 ，

都值得深挖。 如果立足于该学习单元 ，从学科素

养出发 ，去设计一个统领性的学习任务 ， 难度很

大。

“

多篇组合课
”

的整合教学 ， 可以阶段性实现

有效过渡 。

“

追古抚今 ， 与先哲 闲话
”

的任务 ， 最后指 向

诸子的教育思想 、治国之道 、语言风格 。 如何设计

一个单元任务来统摄诸子文和史传文呢 ？ 这就需

要回归单元内部结构和文本教学价值。 五篇文本

在说理叙事 、塑造文化形象上 ， 皆借助特定的交际

语境来推动情节 ，展示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思想观

念 ，这是五篇文本的
“

同类项
”

， 这
一点在主题活

动已有部分呈现了——关于语言风格 、说理方式

的探讨 。 单元任务设计可以抓住特定交际语境这

个点 ，做如下探讨 ：

ｚ ｈ ｏ ｎｇｘｕｅｙｕｗｅ ｎ
 ｊ

ｉａｏｘ ｕｅｃ ａｎ ｋａｏ
－

ｇａｏ ｚｈ ｏ ｎｇ



１４

立亩 ？ 视界

热点透视 栏 目 编辑 张万利 ａｎｌ ｉ５３ ３＠ Ｉ ６３ ． ｃｏｍ

让情境教学回 归
“

三学
”

属性
——基于第一性原理思维的观察

肖如宏

（ 盐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
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５

）

摘 要 ：

“

情境
”

作为 高考评价体 系 的考查载体 ，通过高考的
“

引 导教学
”

功 能传导而 广 受关 注 。 由

于教师往往通过间接方式获得认知 ，
现实 的教学情境设计 出现 了

一些偏差 。 借助
“

第
一性原理思维

”

让

情境回 归
“

学生
” “

学 习
” “

学科
”

三个本源属性 ， 可使我们对情境的认知变得更加 明 晰 ，
从而 实现情境教

学的真 实和富有意义 。

关键词 ： 情境 ； 第
一性原理思维 ；

“

三学
”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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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 》 （ 以

下简称《体系 》 ） 明确将
“

情境
”

规定为考査载体 ， 《普通高 中语

文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 （ 以 下 简 称 《 修 订 课

标》 ） 进一步指 出 ：

“

真实 、 富有

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是学

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形成 、发展

和表现的载体。

”

这是本轮高考

评价改革的一个创举 ，它精准地

指向 了学生应试思维下 的
“

解

题
”

以及 由此而形成的
“

刷题
”

顽疾 ，转而旗帜鲜明地指 向
“

解

决问题
”
——包括

“

生活实践或

学习探索情境 中 的各种问题＇

如何让情境真实而有意义 ？ 如

何让情境创设真正指 向于解决

问题 ？ 我们不妨借助
“

第一性

表二 ： 交际语境

篇 目 交 际语境

《子路 、 曾 皙 、 冉有 、 公 师 生 、君 臣对话场景 ， 本质是教

西华侍 坐 》 《 齐桓晋 文 学语境 ， 对话 目 的是表达观点 、

之事 》 《庖丁解牛 》 说理议论

《 烛 之 武 退秦 师 》 《 鸿
“

国 与 国
”

对话场 景 ， 本质是外

门 宴》 交语境 ， 对话 目 的是劝诫游说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课诸子散文的对话

场景是教学语境 ，第二 、第三课的对话场景是外交

语境 。 由此 ，抓住特定交际语境下的语言风格和

说理技巧来设计单元任务 ，便可以此带动文本互

动 、对话 、对比 ，从而实现整个素养点 的共振。 这

一过程中 ，前期对组合课的整合教学为大任务大

情境的搭建了
“

台阶
”

。

综合以上的案例分析 ， 笔者认为
“

多篇组合

课
”

是教材选文的动态呈现 ， 其价值在于多角度

挖掘单元主题内涵 ， 为实现文本之间 的对话提供

可能性和必要性 。

“

多篇组合课
”

教学要立足于

组合的主题立意和单元任务群要求 ， 实现文本间

的整合 、对话和碰撞。 其教学以语文学科素养为

目标指向 ，对若干文本进行有机整合 。 有机整合

意味着挖掘文本间的 内在联系 ，激发生成 ，唤醒有

生命力的设计。 在此基础上 ，创新篇 目 的组织方

式 ，突破孤立篇章的局限 ， 以情境任务推动素养生

成 。 总之 ， 只有人乎其里 ，才能出乎其外 。口

［ 本文 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 心

“

中 小 学教材使用 跟踪监测 与 质量提升
”

项 目 子

课题 （课题编 号 ： ＪＣ２０ １９０２０２
） 、 江 苏 省教育科 学

“

十三五
”

规划 ２０２０ 年度重点课题
“

指 向 高 中 学

科核心素养的 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

（课题编号 ：

Ｂ
－

ａ／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研究成果。 ］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 高中 ２０２ １ ． １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