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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高中语文大单元教学初探

□ 朱 娟

摘 要：大单元教学是新教材实施后的主流教学模式，如何在单元任务中设置合适的情境，让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提高阅读、鉴赏与表达的能力是教师设计的重点。基于核心素养中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教师应让学生真

正地走进情境，在任务中体悟情感，提升品味，传承文化，鉴赏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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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中语文新课改的进一步深入，新教材教学

任务中越来越注重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主

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其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随着新教材的全面使

用，如何在教学实践中把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与教师

的教学实际、学生的自主学习相关联，如何在整体把握

教学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引发其对社会的

广泛关爱，进而培养其家国情怀，需要教师在具体的教

学中改变碎片化，以整合的方式，用真实情境下的单元

任务教学，使学生成为课程实施和评价的主体。这里

以新教材第二单元的具体教学为例，谈谈大单元教学

的具体实施和反思。

第二单元由三篇人物通讯，一篇新闻评论和两首

古诗组成，从文本特征来看，教材编排者设定了两个学

习任务，即实用类文本和文学类文本的阅读与交流，旨

在让学生通过学习新闻传媒类的通讯、述评等实用类

文本，了解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事迹，评价工匠精神进而

认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同时选取文学类的两首古诗

展现古代劳动的美好与欢乐，挖掘中华民族世代相传

的美德。大单元教学在备课时注重整体设计，全面评

估学生的实情，以单元任务群为基准，设计出适合学生

自主研读的情境和任务，兼顾基础和创新，让教学呈现

出发展核心素养的新理念。

一、群文阅读——体会劳动的艰辛

在设计本单元教学时，笔者以群文阅读的方法，即

多个文本选取个别维度，设置大情境、大任务，让学生

以自主阅读的方式解决前三篇人物通讯。基于课文较

长，应给学生一节课自主预习课文，记字音，识字形，积

成语，分层次，缕条理，掌握基础知识。第二课时让学

生梳理人物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劳动感动中国的。笔者

这样设置学习任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普通售货

员张秉贵、“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钟扬都曾入选感

动中国人物，研读三篇人物通讯，试想《感动中国》栏目

组推选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通过自己的

劳动感动中国的？同学们自身受到了哪些感动，请就

某一点谈谈你的想法及以后的努力方向。

学生在回答三个人物通过劳动感动中国时，以表

格的形式汇总，一方面谈三人身上的劳动行为，另一方

面谈三人身上体现的劳动品质，重点明确，相互补充，

既学习了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事迹，又体会了劳动的伟

大与崇高。在回答自身受到的触动时，学生都能就某

一点谈到自己对杰出人物精神的推崇，如袁隆平对创

新的孜孜以求，张秉贵执著的待客之道，钟扬狂热的知

识攻坚。同学们通过自己的感悟，理解了他们的“责任

与奉献，辛勤与创造”，自觉继承和发扬尊重热爱劳动

的美德。畅想未来时，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

步实现梦想：或传承某种手工艺，或成为某方面的精尖

人才，或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这样的一节课，重

在学生自主学习，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梳理能力、汇总

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教师在适当的时机点拨归纳，就

能让学生顺利完成单元任务一。

二、合作探究——挖掘报道的角度

学生能够通过文本快速找出情感共鸣点，是基于

作者对选材的大胆取舍，让读者通过典型事例和集中

刻画，认识人物并掌握核心品质。第三课时情境任务

重在探究报道角度：校报编辑部打算近期在“奇文共欣

赏”栏目上推荐几篇文章，要求各班级积极投稿。稿件

可以从推荐作品的文本特征、结构特点、选材特点、语

——新教材第二单元任务教学案例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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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特点等方面进行一面或多面的分析，写一段品评文

字。请同学们把本单元的前三篇文章推荐给大家。

学生可以在班级内分成三个小组，一组解决一篇

文章，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在全班展示，后形成文字。

如第一组可以就《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结构特点：小标

题的设置、典型事例的选取等角度展开讨论并成文。

这种任务情境的设置与高考实用类文本的考察题相类

似，学生在整体研读课文的基础上探究作者的设计意

图，领会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严谨的成文技巧。大部

分同学都能掌握此次任务设置的要领，有同学推荐《喜

看稻菽千重浪》时，抓住了人物通讯的选材特点，重点

推荐此文典型事件的选取：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稻种、

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驳斥对杂交水稻的贬斥和选育

超级杂交稻这样几个事件，集中表现人物的科学、创

新、担当、进取的精神品质，蕴含着作者对袁隆平的褒

扬，是一篇人物通讯的标杆之作。在推荐《探界者‘钟

扬’》时，学生从一个 90后作者力争“要做真正能在大

家心中产生触动的报道”出发，分析标题“探界者”如何

引发阅读兴趣，小标题“少年”“达人”“队长”“导师”怎

样和读者共情，客观地叙述事件和人物语言的直接引

用又是何以触发读者情怀，从语言角度解读了此文。

经过小组的讨论和代表的发言，单元任务二也能基本

实现。

三、拓展实践——发掘评论的视角

本单元仅选取一篇新闻评论，在设计时应考虑它

与前三篇的联系。新闻评论本身具有新闻的属性：报

道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同时也兼具论说文的特点——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阐明意义。设计本文教学任务时

就要找到与前几篇的相通点，既要学习从新闻事实中

提出观点，又要学习如何合理评论且引导舆论。情境

任务是这样设计的：《开讲啦》栏目组邀请多位劳模为

我们解读了工匠精神：超级计算系统研发部的孟祥飞

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敬业精神；高级技师秦世俊认为

工匠精神指引我们攻坚克难不断钻研；“排爆专家”王

百姓说，工匠精神就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本文所说

的工匠精神又是什么精神呢？它又是如何“雕琢”时代

品质的？请同学们用本文的评论手法选择适当的角度

评论袁隆平、张秉贵和钟扬身上的工匠精神。

设计的三个问题有明显的难度梯度，第一个在梳

理文章后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工匠精神如何“雕琢”时

代品质，需要发掘两者的关系。聂圣哲的从“中国制

造”“中国精造”到“中国创造”，就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

工匠精神在时代品质中的衍变。学生在探究此问时需

要整合文中的语句，比如学生说：工匠品质是时代品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精神把我们带入了高品质的时

代，工匠精神是一种改变时代的现实力量，工匠精神是

推动“品质时代”的原动力……通过思考，工匠精神“雕

琢”时代品质就一目了然了。而挖掘三人的工匠精神，

学生能举一反三，以钟扬为例，学生写道：

“钟”将显“扬”

少年时，你渴望成为“英雄”，梦想支撑着你的奋

斗，与中科大无线电结缘；

成年时，你投入到植物学的怀抱，用业余时间旁听

武大生物系的课程；

中年时，你毅然选择了褪去官服，当一名清贫教

师，并主动申请援藏，成为名副其实的“种子达人”。

在科学的道路上，你勇当队长，在教师的队伍中，

你勇于接盘，是什么精神让你处处成为先锋？

是对新事物的无限激情，是对科学的刨根问底，是

对工作的精益求精，是对教育的甘为人梯，是对祖国的

荣辱与共！这就是工匠精神！

因为“钟”，所以你专注、钻研；因为“钟”，所以你坚

持、争先；因为“钟”；所以你任劳、奉献！

通过学生的品评，可检验出学生对人物精髓的掌

握程度，语言惊艳，品质总结到位，足见鉴赏素养的提

升，单元任务三也能由此达成。

四、劳动体验——吟诵劳动的欢歌

对两首诗歌进行教学设计时，笔者以为本单元不

论是实用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对劳动的探究，虽文

体不同，但主题相通。两首古诗属于对劳动场景的歌

颂，相当于新闻作品中对劳动状态的捕捉和细节刻画，

若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与前面几篇打通任务的相

承性。作为古诗，学生还是以诵读为主，能结合注释，

解决字词和诗意，可以安排一课时让学生自主解决，教

师引领学生体会日常劳作的快乐与情趣。第二课时的

情境任务是这样设计的：冬去春来，百花盛开。千树万

树梨花开的风光固然震撼，那穿梭其中人工授粉的劳

动者也应是一道盛景。同学们大多数都有过授粉的亲

身经历，今年，请同学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你

的亲人劳动的场景，看看他们哪一个动作触动了你的

心灵，写下你的感受，也可以模仿《插秧歌》写一首诗歌

颂扬劳动的崇高。

因多数学生感同身受，在描述授粉时，能够抓住

劳动的艰辛去写：刺眼的阳光、（下转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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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插田歌（节选）》：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

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

衣。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

解析：《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一首七言律

诗。而《插田歌》为乐府诗，以俚歌的形式写田野风光

和农民插秧的劳动场景。体裁的不同决定了二者语言

风格不同：《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仗工整，且运

用典故，语言雅丽平整；《插田歌》则将乐府诗长于叙事

的特点与山歌俚曲清新流畅的风格相结合，语言通俗

浅显。可答为：①《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对仗工

整，用典精当，语言雅丽平整。②《插田歌》这几句诗则

采用了民歌俚曲的表现手法，描写田野风光和劳动场

景，语言通俗浅显，清新流畅。

六、结构安排

所谓“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说的就是语

境意识，语言表达的好坏是不能脱离具体语境的，因此

要把句子或段落放到上下文中分析，看它在前后语义、

陈述角度上是如何连贯的，在内容上是如何前后照应

或承上启下的，在句式结构、语言风格上是如何保持一

致的等等。也可以从句子本身的内部结构顺序的逻辑

性角度去思考。

例6：（2017年天津18题）赏析文章末段的文字。

末段的文字：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

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

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

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

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晴

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

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

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解析：题干明确地说是“末段”，所以可结合全文结

构或主旨上分析，首尾照应，使文章浑然一体。内容

上，将山野之竹与城市之竹对比，赞美竹子顽强的生命

力，同时，丰富了文本内容，增强了抒情性，拓展了读者

的思维空间。可答为：①想象山野里竹子生机勃发，与

城市里竹子的优雅纤细形成对比。②赞美了竹子争先

向上的顽强生命力，给读者更深广的思考空间。③照

应前文，以景收束全篇，增强了抒情性。

总之，答这类题时，首先理解相关语（诗）句（段或

篇）内容，找出其突出或特殊的特点，注意从不同角度

分条作答。其次，要规范答题，即每条先概括点明艺术

特色，然后结合具体的语句内容和文体特征分析其表

达效果，有条理地写出答案。考生在平时训练中，不断

总结规律，逐渐形成融会贯通、纵横捭阖的能力，一定

能在考场上游刃有余。

（作者：陈洪茂，湖北省保康县第一中学 中学高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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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5页）脖颈的僵硬、眼睛的酸涩、臂膀的无力，

有些还抓住细节描写，把家人边授粉边唠叨丰收的话

语写出来，把眼里看到金黄果实的光芒描出来，手法细

腻，情感动人。还有诗歌：

授粉歌

三月梨花已展姿，扬花授粉正当时。

似蝶如蜂朵朵拭，企盼丰收果满枝。

劳动处处可见，体验也时有发生，但怎样挖掘劳动

的美，教师需要以真实情境的创设，让学生由被动接受

转为主动思考。情境创设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基于单

元教学任务，使学生“走进去”，任务驱动让学生自觉参

与，探讨思索后又能“写出来”，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总体说来，大单元教学的设计就是对知识的整合、

迁移和贯通，教师在整体消化知识后对课文统一编程，

设计教学思路，创设真实情境，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经过教学实践，学生的阅读

能力得到提高，梳理探究能力得以夯实，动手写作能力

也有进步，但教师对整合课堂的掌控能力还有待提高，

任务的设置需要多方论证，情境的安排多有随意性，新

教材给教者提供了新机遇，实施之初，需要师生共同探

究，走出课堂的高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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