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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研究

———以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为例

何紫文

摘 要 “大单元”的教学设计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综合课标要求与具体的
文本特点，博观约取确定教学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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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明确思路，设置合理的学习项目。 每一环节
都需要精益求精，引导学生自主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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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观约取定教学目标
确定单元的教学目标，可以从大处着眼，先分

析课标要求，挖掘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
元的教学价值，再综合要求与要点，确定具体的教
学目标。

1.明确课标的要求
课标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学习目标与内容

有如下四点要求：
（1）精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

的艺术形象，理解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
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品的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
意图。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经历，发挥
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

（2）根据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不同的艺术表现
方式，从语言、构思、形象、意蕴、情感等多个角度欣
赏作品，获得审美体验，认识作品的美学价值，发现
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

（3）结合所阅读的作品，了解诗歌、散文、小说、
剧本写作的一般规律。 捕捉创作灵感，用自己喜欢
的文体样式和表达方式写作， 与同学交流写作体
会。 尝试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

（4）养成写读书提要和笔记的习惯。 根据需要，

可选用杂感、随笔、评论、研究论文等方式，写出自
己的阅读感受和见解，与他人分享，积累、丰富、提
升文学鉴赏经验。 [1]17-18

在学业质量水平4，课标对“审美鉴赏与创造”的
行为表现有如下描述：

在鉴赏活动中，能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阐释
作品的情感、形象、主题和思想内涵，能对作品的表
现手法作出自己的评论。 能比较两个以上文学作品
在主题、表现形式、作品风格上的异同，能对同一个
文学作品的不同阐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质疑。 喜欢
尝试用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
感，尝试创作文学作品。 在文学鉴赏和语言表达中，
追求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 [1]38

综合课标相关要求，可以从六个方面拆分“文
学阅读与写作”的教学要点：

（1）语言风格各异，诗律特色鲜明。
（2）表达技巧多样，表现手法丰富。
（3）内涵深刻，情感真挚。
（4）辩证思考：对文本内容或形式提出质疑，多

角度思考、多元解读。
（5）尝试创作，写出阅读感受和见解，与人分享，

提升文学鉴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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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生活，搭建文本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与
古人进行灵魂对话。

2.析理第三单元选文在“文学阅读与写作”方面
的教学价值

参照上文呈现的六个方面的教学要点， 重新

解读第三单元的选文 ，可形成双项细目表 ，如表1
所示。

教材选文的教学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挖
掘，针对“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教学要点，表1清晰呈
现了八篇诗词的共同特征和独特的教学价值。

表 1 第三单元选文的教学价值分析

课标
要求

《短歌行》
《 归 园 田
居》（其一）

《梦游天姥
吟留别》

《登高》
《琵琶行并
序》

《念奴娇·
赤壁怀古》

《永遇乐·
京 口 北 固
亭怀古》

《声声慢·
寻寻觅觅》

（1） 四言质朴刚健
五 言 平 淡
舒缓

七言为主 ，
不 受 诗 律
限制
清新飘逸

七言
每 联 对 仗
句法谨严
沉郁顿挫

长篇
乐府诗

雄浑苍凉
境 界 宏 阔
（豪放）

豪迈悲壮
朴素清新
婉转凄楚
（婉约）

（2）

比 兴： “朝露”比
喻人生易逝；
“明 明 如 月”比
喻才德出众；山、
海 比 喻 胸 怀 宽

阔， 招纳人才越
多越好。
用典： “山 不 厌
高，海 不 厌 深”；
“周公吐哺，天下
归心”；
“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

白描： 田亩
草屋、 成荫
的榆柳 、列
植的桃李 、
黄 昏 的 远

村、 依依的
炊烟、 深巷
中的狗吠和
桑颠上的鸡
鸣等平常事
物， 经过诗
人的寥寥数
笔增添了无

穷情趣 ，诗
人寥寥数笔
就够了出一
幅乡村日常
生活的图景

想象 ：在奇
特 的 梦 境
中， 魂飞剡
溪山脚而心
驰神往 、着

屐登山而流
连忘返 、观
赏洞天仙境
向往自由却
又因魂归枕
席而痛苦惆
怅。
以虚衬实 ：

写出天姥胜
景 ，暗蕴着
诗人对天姥
山的向往 ，
在虚无飘渺
的神仙世界
中 ，依然着
眼于现实

对偶： “万
里 ”对 “百
年”，离家之
远对人生有
限；

“悲秋”对“"
多病”，一指
秋天让人感
到悲凉 ，一
指 百 病 缠
身；
“作客 ”对
“登台 ”，前

者 点 出 羁
旅 之 愁，后
者 点 明 登
高远眺，抒
发了思乡情
怀； “常作
客”对“独登
台”，前者说

明羁旅 ，后
者表示境遇
孤独。
工笔；
融情入景

精 妙 的 音
乐 描 写 与
景物描写

写 景 、 咏
史 、抒情融
为一体；
用典

用典：“凭谁
问 ：廉颇老
矣 ，尚能饭
否？”表达了
作者老当益

壮 ，以廉颇
自比 ，期望
能 得 到 重
用， 为国效
劳的愿望

叠词 ：寻寻
觅觅 ，冷冷
清清 ，凄凄
惨惨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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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课标和教材，确定单元教学目标

第三单元的八篇诗词对 “文学阅读与写作”学

习任务群的各个要点都有体现， 相比于其他单元，

其共性教学价值在于：有助于学体味古人丰富的情

感、深邃的思想、多样的人生，加深对社会的思考，

增强对人生的感悟，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

爱之情。

依据上述分析，第三单元的统整性单元教学目

标可拟定为下面四条：

（1）在反复诵读和想象中感受、欣赏古代诗词独

特的艺术魅力，体会古诗词的音韵美。

（2）了解古诗词的形式特征，包括对偶、平仄、押

韵等语言形式，掌握古代诗词鉴赏的基本方法。

（3）体会诗人对社会的思考与人生的感悟，理解

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和语言的独特表达，提升审美

能力。

（4）尝试写文学短评，学会梳理、积累个人的阅

读经验，领悟创作、鉴赏的规律，提高文学审美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教材无非是个例子。 ” 语文教

材的各个单元，或者说语文书的各个的篇目，都是

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指向不同学习

任务群的核心知识与能力。 因此，教师需要重点关

注课标对各个学习任务群目标与内容、学业质量水

平的描述，整体观照教材与任务群，可以先选择从

教材的自然单元着手， 建立教材与课标的关联，从

而进行“大单元”的教学设计，通过整合焕发更大的

课堂价值。 [2]49-52

二、厚积薄发设学习项目
教学目标的实现， 需要有不同的学习活动，基

于以上的目标， 教师可以确定贯通阅读与鉴赏、梳
理与探究、表达与交流三类学习活动，选择以“诗词
咏流传”作为单元学习的生活情境。 教学过程设计
如下。

1.自读诗词，初步感知
（1）创设情境。 本班微信公众号拟开辟“诗词咏

流传”专栏，首季传诵内容为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
三单元的诗词名篇《短歌行》《归园田居》（其一）《梦游
天姥吟留别》《登高》《琵琶行并序》《念奴娇·赤壁怀
古》《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声声慢·寻寻觅觅》，
每篇诗词的传诵都要有如下环节： 阐明选择理由、
配乐朗诵、知人论世话人生、诗词品鉴。 作为诗词传
诵人，请根据以上要求为每期推送的诗词设计相关
文本与音频或影像内容。

（2）提供范例。教师选择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
三单元的一篇古诗作为示例，引导学生在诵读和想
象中感受诗歌的意境， 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感
受诗人的精神世界、体会诗人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
生的感悟，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文化品味、尝试
写作文学短评。

2.深入学习，设计讲稿
请学生认真阅读部编本第三单元的诗词，完成

以下任务。
（1）设计朗诵脚本。
列提纲———揣摩情感基调和音韵节奏； 选配

乐———为诗词配上合适的乐曲；记心得———写出自

续表:

（3）
建功立业的雄心
壮志

躬耕田园的
怡然自得

驰骋山水的
悠游恣肆

忧国伤时的
悲凉凄怆

同病相怜的
人文关怀

豪放旷达的
人生境界

豪迈悲壮的
报国之志

凄清悲凉的
孤独落寞

（4）
曹操“唯才是举”
为 何 又 屠 杀 贤
士？

“大 隐 ”与
“小 隐 ”之
辩

现 实 与 梦
境之辩

诗 与 史 的
关系

多角度看待
“琵琶女”

“文赤壁”与
“武赤壁”的
由来

无 力 改 变
朝廷 ，是否
应 该 改 变
报国途径

“满地谎话
堆积 ”的的
理 解 是 画
得 开 正 盛
还 是 花 凋

谢在地

（5） 写文学短评

（6）
如何对待身边优
秀的同学

学 生 的 人
生追求

如 何 面 对
生 活 中 的
挫折

如何表达真
实的情感

学会"感同
身受"

如 何 排 解
消极情绪

坚定追求梦
想还是不断
调整

如何用景物
抒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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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读诗时的所思所想，除一般感悟外，更期待同学
们发出质疑的声音。

（2）制作古诗词意象积累卡、古诗词手法积累
卡、古诗词节奏与韵律积累卡。

（3）在阅读中学习写作技巧，积累人生追求类诗
词的表达。

（4）写文学短评，用简要的文字把自己对作品的
理解、分析和评价写出来。

3.完善讲稿，学以致用
（1）基于“传诵讲稿”制定评价标准。组织学生交

流“传诵讲稿的设计”，讨论并形成讲稿设计的评价
标准，以表格形式梳理出来。

（2）布置写作任务，在“传诵讲稿”和评价标准引
导下完成写作过程与修改过程。

（3）在讲稿确定的基础上，进行朗诵微视频的拍
摄或音频的录制。

4.拓展延伸
请学生继续为微信公众号推荐文章， 完成相关

推送任务，借助朗诵脚本、知识卡片、影像资料，更深
入、系统地开展人生思考类文学阅读与写作活动。

整个学习过程中， 学生对诗词的理解由浅入
深， 对诗词鉴赏的基本方法掌握由散乱到系统，对
古人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多样的人生的体会
逐步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更加深
厚。 “诗词咏流传”讲稿设计的形成、完善和转化有
助于阅读和写作的贯通，“诗词咏流传”视频或音频
的录制过程与成果有助于表达与交流的融合。 学生
设计微信公众号的过程是社会生活情境，需要用到
跨媒介交流的方式，但公众号的内容设计属于学科
认知情境，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用自己原有的经验完
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又不断补充知识和经
验，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

三、精益求精引学生实践
为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上述学习项目任务，教师

还需要关注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八篇诗词体式不同、时期不同，如何引导

学生看到八篇课文的联系与区别？
第二，在设计朗诵脚本，制作古诗词手法积累

卡以及“传诵讲稿”的过程中，如何充分体现教师的
方法指导和引领示范作用？

第三，拓展延伸环节，如何有效保证学习资源
的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教学设计的重点是细化学习过
程，推动学习内容的有机融合。

1.增加任务环节，引导比较阅读
在为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环节， 可以补充问

题： 你觉得怎样安排八篇诗词的推送顺序更好，理
由是什么？ 引导学生梳理八篇诗词的内在关系，帮
助学生通过对比阅读辨析八篇诗词的特点。 [2]49-52

从思想主题看，八篇诗词都寄寓着诗人或词人
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悟。 他们都有自己人生
的追求，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并作出
自己独特的人生选择。 曹操对“天下归心”的渴望，
陶渊明“复得返自然”的淡泊，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人
生状态；李白驰骋想象的豪迈，杜甫登高望远的悲
凉，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表现出各自
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世界；苏轼、辛弃疾词的豪放，李
清照的婉约，则展示出宋词不同的审美追求。

从语言风格和表达技巧来看，曹操的《短歌行》
是四言，质朴刚健，运用比兴手法，化用典故或引前
人诗句表达心态；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是五言，平
淡舒缓，善用白描，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乡村日
常生活的图景。 《梦游天姥吟留别》 以七言为主，不
受诗律限制，笔随兴至，李白以浪漫瑰丽的想象，描
绘了一个迷离惝恍的梦境。 并在奇特的梦境中寄寓
着深沉的慨叹。 《登高》是七言律诗，每联对仗，句法
谨严， 杜甫为诗歌营造的沉郁悲凉的意境。 《琵琶
行》作为一首长篇乐府诗，其诗中音乐描写和景物
描写十分精妙。 《念奴娇·赤壁怀古》咏古抒怀，雄浑
苍凉，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富含
声韵美。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多用典，为词人
登高凭眺、怀古伤今之作，豪迈悲壮。 《声声慢·寻寻
觅觅》以朴素清新的口语入词，书写词人在国破家
亡遭受劫难后的忧愁苦闷，通篇写“愁”，徘徊低迷，
婉转凄楚。 十四个叠字将词人的情感步步推进。

决定推送顺序的理由多种多样，学生能自成逻
辑、言之成理即可。 [2]49-52

2.补充拓展阅读篇目，提供高质量的学习资源
“拓展延伸”环节，推荐辛弃疾的 《菩萨蛮·书江

西造口壁》，苏轼的《定风波》，李白的《将进酒》，李群
玉的《自遣》等诗词，让学生从中选择一至二篇作为
推荐篇目。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表现了作者更深沉的
家国情感，有不满、悲愤、失望，也有期盼。 学生能够
通过对比，理解词人的不同情感。 苏轼的《定风波》
描写雨中行走的过程，隐含他在风雨中享受人生的
态度，以“烟雨”比喻人生的风雨历程，表现出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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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对人生的从容态度，他追求着灵魂的升华与
解脱。 李白的《将进酒》思想内容深沉，艺术表现成
熟。 诗中交织着失望与自信、悲愤与抗争的情怀，体
现出诗人强烈的豪纵狂放的个性。 全诗情感饱满，
其喜怒哀乐奔涌迸发均如江河流泻， 不可遏止，且
起伏跌宕，变化剧烈。 在手法上多用夸张，且常以巨
额数词修饰，既表现出诗人豪迈洒脱的情怀，又使
诗作本身显得笔墨酣畅，抒情有力。 在结构上大开
大阖，张弛有度充分体现了李白七言歌行的豪放特
色。 学习的时候能够与教材中出现的选篇进行比对
阅读。 李群玉的《自遣》中抒发了自己豁达的人生态
度，既然人生过百前途还是一片茫然，不如把人生
暂时寄托在梦中，把世事当做微风一样，也许一时
的失利算不了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以上诗词俱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深邃的思想，
对学生的思想深度以及鉴赏手法皆有启发价值。 加
之不同的诗人或词人的观点或相近或相反，创作各
具特色，有利于学生的辩证思考与分析，提高自身
的思想修养和文化品味。

3.提供学习成果范例与分析，帮助学生明确路径
（为杜甫的“登高”设计朗诵脚本）
（1）设计朗诵脚本。
列提纲———揣摩情感基调和音韵节奏（朗读技

巧：重音、停连、节奏、语速等）；
登 高
杜 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明确：重读：急、高、哀，清，白，回。前一句语速稍

快，后一句语速稍慢。 读出雄浑高远而凄凉的意境，
读出诗人的孤独无依与漂泊的痛苦。 ）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明确：读出停顿，语速稍慢，读出苍凉雄浑的意

境，读出诗人面对滚滚不尽的历史长河的沉郁与悲
壮。 ）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明确：重读：万、悲、常、百、多、独，读出八层含

义，读出诗人的愁苦与沉痛。 ）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明确：读出停顿，放慢语速，重读：繁、浊，读出诗

人的忧愤悲愁与凄苦无奈。
选配乐———为诗词配上合适的乐曲；
明确：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其

他纯音乐音频。

记心得———写出自己读诗时的所思所想。
明确： 前四句写景。 首联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

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联，夔州向以猿多著称，
峡口更以风大闻名。 秋日天高气爽，这里却猎猎多
风。 诗人登上高处，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
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的意味。 诗人移动视线，
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
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 颔联集中表现了夔
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
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
同时，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无边”“不尽”，使“萧萧”
“滚滚” 更加形象化， 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窣之
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
难酬的感怆，让人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
无穷与永恒。 颈联点出“秋”，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
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排不尽，驱赶不绝，情
与景交融相洽。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
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
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

（2）制作古诗词意象积累卡、古诗词手法积累
卡、古诗词节奏与韵律积累卡。

比如古诗词意象积累卡，教师可提供如下范例。
猿猴意象：

①借猿啼写别离和悲苦之情。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杜甫
②借猿猴食性写愁苦生活，抒发悲苦之情。
岁拾橡粟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杜甫
③借猿猴轻灵特性写尚武情怀。
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 ———李白
④借猿猴为君子所化抒发对忠义之士的赞美之情。
猿鹤幻化那忍论，我为剪纸招忠魂。 ———朱琦
⑤借猿猴好动特性写人心神安定、杂念全消的

心境。
心猿意马就羁束，肯逐万境争驰驱。 ———道潜
⑥借猿猴与人相近特性写对徒有其表的人的

讥讽之情。
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 ———苏轼
针对上面的示例，教师需要在以下三方面作出

指导与解释：
第一，借助工作书或网站（如“国学大师”网、“古

诗文”网），找到含有该意象的诗词，并进行分类与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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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第二，剖析该意象本义与其他义项之间层层引
申的关系，用上图所示“提炼框架图”呈现出来。

第三，每一意象分析都应配有相应诗句。
第四，不需要一次性把所有的意象分析都罗列

出来，可以在平时生活中不断添加内容。
（3）在阅读中学习写作技巧，积累人生追求类诗

词的表达。
明确：此诗八句皆对，首联不仅上下两句对，而

且句中自对，如上句的“天”对“风”，“高”对“急”，下
句“沙”对“渚”，“白”对“清”，读起来富含节奏感。“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中 “落木”比“落
叶”更显沉重，“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
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 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
了自己的情怀，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同时，它以“落木”与“长江”比对，境界壮阔，对人们
的触动不限于岁月的感伤，同时让人想到生命的消
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

（4）写文学短评，用简要的文字把自己对作品的
理解、分析和评价写出来。

明确：认真读作品，对作品的情感、形象、思想内
涵、艺术特点等有自己的理解，抓住让你感触最深
的地方，以此展开评论。 如《登高》中杜甫的身世之

悲与忧国之情。 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如《登高》
前四句如何看出作者的情感。 主要运用叙议结合的
方式，在适当复述、介绍或者引用作品内容的基础
上，展开分析和评论。 如分析《登高》中的对偶，要举
出例子进行分析。

学习任务与教学目标是相互交织与影响的，各
个学习项目围绕学习任务群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发
挥学习任务群的综合效应，如此才能实现一加一大
于二的效果。 围绕“诗词咏流传”活动，学生能够对
该单元的诗词， 甚至对课外的诗词有更深刻的印
象，能够体味古人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多样的
人生，加深对社会的思考，增强对人生的感悟，激发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学生也能从中提
高自己的核心素养，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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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成长如同四季，每一阶段的成长都经历了一个从酝酿、萌发、生长到收获的过程。家长和教

师时常面临的是身体和心智变化中的孩子，更需要理解每个季节的特点和孩子发展的关键词。在冬

天为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酝酿一切可能；在春天呵护孩子的兴趣，为他的萌发提供希望；在夏天鼓

励一切大胆、自主、稳健的探索，在秋天欣赏他一点一滴的收获。

对于家长和教师而言，特别要学会为孩子的未来积蓄能量。 首先要锻炼健康的体魄，好的体魄

是健康快乐生活的前提。运动不仅仅是增强孩子体质的好方法，也与孩子的认知发展和品格形成密

切相关。脑科学的研究表明，运动与数学具有相似的脑兴奋区，同样，运动出色的孩子也有潜力学好

逻辑性很强的学科。 运动的过程不仅仅是肢体训练的过程，还能提升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能力、塑造

青少年的坚毅品格、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领导力等等。第二要诗意的生活。亲子之间不谈学习的时

候都是"母慈子孝"，一说学习就"鸡飞狗跳"。这反映了一种亲子生活的紧张状态，但作业和成绩不

是、也不应该成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唯一话题。

———《光明日报》 2021 年 07月 27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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