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題研究

“
群文比较

”
的教学模式在高中语文单元整体设计中的运用

文／上海市上海中学 吴静怡

【摘 要 】 以 第 七单元
“

自 然情怀
”

为例 ，教师设计 了

“

以情驭景
”

的散文取材 、

“

借景抒情
”

的散文描写 、

“

由情入理
”

的 自 然哲思这三个阶段 ， 开展 了 兼顾
“

单篇 细读
”

和
“

群文比较
”

的课堂教学 ， 最后 ，依托教材

设定的单元写作任务 ，
完成 了

一篇
“

情景交融
”

的散文创作 ： ＞

【关键词 】 单元整体设计 群文比较

在我校的
“

双新
”

教育探索实践 中 ， 我们对前
一

年 的经验进行 了梳理总结 。 本轮教学设计 ， 主要试 图

解决 以 下 问 题 ： 如何在有 限课 时实现群文 阅 读 的有

效教学 ？ 如何处理好
“

基于真实情境的任务驱动
”

和
“

提升语言构建与运用
”

核心素养的平衡关系 ？ 如何

通过培育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来落实各单元的
“

人文

主题
”

？

本文 以 第七单元散文单元设计方案为例 ， 重 点

谈谈通过梳理篇 目 之间 的逻辑关系 ， 层层深入地推进
“

群文 比较
”

来展开单元教学 。

一

、 单元设计的方案构思

１ ． 分析学情

（ １ ） 学 生散文阅读能 力

学生平时主动 阅读小说者多 ， 爱好诗歌者有 ， 但

喜欢阅读散文者的少 ， 特别是对弱情节 的写景散文更

是 阅读量不足 。 长此 以往 ， 审美能力不能精进 ， 思路

反而被
“

局限
”

了 。 而本单元是必修教材中唯
一

的专

门 的散文单元 ， 其核心任务指 向关注作 品 中 的 自 然景

物描写和 人生思考 ， 体会作者观察 、欣赏和表现 自 然

景物 的角 度 。 侧重去分析把握作者取景写景背后那

些幽微细腻的 内 心情感 ， 是本轮单元设计阅读教学 的

重点 。

（ ２ ） 学生散文写作能 力

较之议论文 的训练 ， 散文写作训练不足 。 虽然高
一

学生写记叙文时也会有意识地穿插景物描写 ， 但普

遍存在着
“

范文腔
”

的情景剥离 ， 表现为刻意装点 辞

藻 ， 美文背后 的情怀薄弱 ， 甚至虚情假意 ， 为文造情 。

所 以 ， 在本单元的 写作教学 中 ， 我们试 图 回 归课本 ， 观

照真实生活 ， 以 《我仿佛第
一

次走过 》 为单元

写作任务 。 让学生观察 当下 的真实生活 ， 强调真实表

达 ， 抒发真情实感 。

２ ． 制订单元教学 目标

基于 以上的学情分析和课文分析 ， 第七单元的整

体单元设计 以把握学 习 任务 中
“

情景交融
”

为经线 ，

以落实课文篇 目 之 间
“

比较 阅读
”

方法为纬线 ， 制订

了 以下三条单元教学 目 标 。

一

是理解
“

以情驭景
”

的表现手法 ， 把握写景散

文 中 选材组材与作 者心境及个人 审 美情趣 的 关系 。

二是理解
“

借景抒情 ， 由情入理
”

的表现手法 ， 从赏析

作者笔下景物特点 的变化 ， 把握作者 的情感变化 ， 进

而理解 自 然带给不 同作者人生哲 思 。 三是掌握
“

情

景交融
”

的 写法 ， 通过观察 身边 的 自 然景物 ， 写
一

篇

情真意切 的写 景散文 ， 表达 自 己对 身边 自 然 的个性

思考 。

３ ． 课时内容安排

第
一

环节 ： 以情驭景—— 《故都 的秋 》 和 《荷塘

月 色 》 的 比较 阅读 。 每篇课文各 １ 个课时 ， 共计 ２ 个

课时 。

第
一

课时提 出 核心 问 题 ： 《荷塘 月 色 》 作为
一

篇

经典美文 ， 根据你的 阅读经验 ， 这其 中 的哪些景物是

难写 的 ？ 抓住
“

荷香
”

和
“

月 影
”

无形之物的描写 ， 体

会作者在荷塘边
“

淡淡 的喜悦
”

和
“

挥之不去的苦闷
”

的情绪起伏 。 第二课时抓住
“

故都 的秋
”

中
“

衰草
”

和
“

落蕊
”

这两处最细微的取景选材 ， 探讨郁达夫 的

颓丧忧郁 的个性审美 。 总结这两篇文章
“

以情驭景
”

作 出 同与 不 同 的总结 ： 虽然两部作 品呈现 出 是作家

不同 的个性审美和语言风格 ， 但选择景物都具有 曰 常

性 ， 落笔之处越细微 ， 传达感情越饱满 。

第二环节 ： 借景抒情 ， 由情入理
——

《我与地坛 》

（ 节选 ） 和 《赤壁赋 》 写景说理散文 比较阅读 。

一

共安

排 ４ 课时 。 在前面
“

以情驭景
”

的基础上 ， 深入到
“

由

情入理
”

， 引 导学生展开对生命哲思的探索 。

《我与地坛 》 （ 节选 ） 安排 ２ 个课时 。 第
一

课时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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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坛
“

荒芜并不衰败
”

的景物特点 ， 理解地坛给
“

残

废 了 双腿 的我
”

的 启 示 。 特别 是第七段 的景物描写

和
“

怎么 活
”

这
一

看似无解的 问题之间 的关系 。 第二

课时讲
“

母亲与我
”

， 理解
“

母亲
”

与
“

地坛
”

的形象共

同点
人

一

物都带给
“

我
”

静默无言 的生命启 迪 ，

以及理解第二篇
“

悔恨之情
”

和第
一

篇 中
“

人生哲思
”

之间 的关系 。

《赤壁赋 》 安排 ２ 个课时 。 第
一

课时 围绕
“

以情

驭景
”

， 每
一

段
“

水
”

和
“

月
”

呈现的变化 ， 来分析随着

作者的
“

乐
——

悲 喜
”

感情变化 。 第二课时 围绕
“

由情入理
”

， 比较阅读 《我与地坛 》 中和 《赤壁赋 》 中

的生命哲思 ， 抓住两篇文章写景 、抒情 、说理的完美融

合 。 体会不 同作者对人生 困境和人生价值 的 不 同思

考 ， 并分析他们如何把这种思考理趣寄托在眼前景色

中 。

第三环节 ： 品味语言 ， 个性表达
——

《登泰 山记 》

的赏析和单元写作讲评 。

《登 泰 山 记 》 安排 １ 个课 时 。 预 习 作业 完 成对

第三段的
“

曰 出
”

段落的短句 散句的语言 赏析 ， 并且

和 《前赤壁赋 》 中 的长短相 间 ， 整散结合的语言特点

作 比较
——

复 习 用之前第三单元里学 习
“

文学短评
”

的 写作 ， 写
一

篇聚焦语 言 的 比较文 学赏析 。 疏通字

词 。

散文写作讲评课安排 １ 个课时 。 落实单元学 习

任务 中 《我仿佛第
一

次走过


》 散文创作 ， 交流讲

评 。 突 出选取景物的真实 日 常 ， 观察描写的细致精深

和阐发情思的真实个性 。

二 、 本轮单元教学后的反思

１ ． 处理好
“

单篇细读
”

和
“

群文比较
”

之间的关系

在这
一

轮 的 教学 中 ， 我们 的 策略 是设计预 习 问

题 ， 引 导学生去关注细读的重点段落 ， 抓住文字背后

的
“

情
”

来设计关于
“

景
”

的 问题 。

比如 ， 在 《荷塘月 色 》 教学前 ， 我们设计预习 问题

是 ： 《荷塘 月 色 》 中 ， 从你的写作经验 出 发 ， 本文 中 的

哪
一

处景物细节最难表现 ？ 从作业反馈来看 ， 有谈

无形的
“

荷香
”

， 有谈朦胧的
“

月 光
”

， 也有抓住
“

峭楞

楞如鬼
一

般
”

的树影 。 这些景物虽然都不是荷塘的

实景 ， 但都是作者若影若现 ， 挥之不去 的
“

不平静
”

心

绪 。 为 了 两课时 内 落实两篇散文 的 比较 ， 突 出 品 味
“

以情驭景
”

的表现手法——强调选取 的景物 ， 都是
“

日 常而细微
”

的 ， 表达的感情也是
“

幽微而饱满
”

的 。

我们删去 了 比如
“

朱 自 清为什么苦闷
”“

描写南 国 的

秋作 用
”

的 问 题 。 在字句 赏析 ， 在 《荷塘 月 色 》 第 四

第五段
一

系列 的 比喻 比拟手法都不再展开 。

２ ． 处理好
“

情境活动
”

和
“

语言运用
”

之间的关系

在这
一

轮的教学实践中 ， 我们立足教材的单元学

习 任务 ， 用 足教材文本 ， 弱化课外补充 ， 淡化泛语文活

动 。 我们借鉴 了２ ０ １ ９ 年高考语文北京卷 的第 ２ １ 题

进行 了 情境写作指导 ， 在第
一

课时就布置 了 《我仿佛

第
一

次走过


》 的写作任务 。 留给学生充分的

时间 去寻找观察 ， 并在两周 的 阅读教学课堂上 ， 不断

强调选择景物 的 日 常性 ， 描写细节 的生动性 ， 展开情

思的独特个性
——我们希望在两周 时 间 内 ， 学生可 以

学会
“

情真意切
”

地创作 ， 真正提升语言 建构和运用

的能力 ， 洗去
“

堆砌词藻
”

的陈题套作 。

关于
“

综合性 的任务情境
”

， 我们在
“

双新
”

教学

探索实践中 ， 还需要尝试诸如
“

项 目 学习
” “

主题阅读
”

等更多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设计 ， 贯彻学校
“

高立意 ，

高思辨 ， 高互动
”

的教学理念 。 争取在有限的课时里 ，

通过对教材 内 核充分挖掘 ， 细致探究课文之间 的整合

点 ， 创设真实有效的语文实践活动 。

３ ． 处理好
“

教学评价
”

和
“

课堂教学
”

之间的关系

回顾这
一

单元的设计 ， 在
“

文学欣赏
”

部分 ， 我们

侧重于 围绕
“

人与 自 然
”

的主题 ， 进行 比较阅读 ， 注重

群文 中 的勾连 ， 课文和课文之 间 ， 单元和单元之 间 的

衔接铺垫 。 但是在
“

教学评价
”

环节 ， 的确还有很多

困惑存疑 。著名作家林语堂说 ：

“

据 中外教育家的经验 ，

天下 的学 问可考的是名物年月 ， 不可考的意会而不可

言传 的领悟 。

”

而在这
一

单元 的教学 中 ， 无论是赏析

写景还是分析抒情 ， 我们的课堂讨论重点都在于把握

细微 的 、 变化 的 、 最深 刻而又最 自 然 的
一

部分 。 课 内

考查要寻找和课文风格相近的经典文本 ， 设计贴近真

实生活情境的主观题 ， 加强探 究性 问题的设计——如

何真实测评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 我们还在不断地尝

试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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