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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以核心素养为本 推进语文课程改革
彭兴红

（北京市日坛中学，北京 100038）

提要：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指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应精选学习内容，变革学习方式，确保每个学生都获得必备的语文核心素养；

帮助学生认识自己语文学习的已有基础、发展需求和目标方向，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中开阔拓展他们的视野，促进其发展各自的

语文特长与个性。教师应积极开发语文课程资源，有选择性地、创造性地实施课程；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促进学生

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与提升。因此教师要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本来进一步推进新的语文课程改革。综上所述，笔者就此方面谈

谈自己在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几点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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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写结合专题化

读写结合是以文章为载体，从文章的内容出发，设计与之相

关“写”的训练，使阅读、写作、思维训练三者融为一体，通过

以读带写、以写促读的读写训练，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能力得

到提升。

面对被削减崇高、拒绝深刻的社会氛围裹挟着、被功利化的

教学与复习围攻着、被背记套作的机会主义诱惑着的读写困境，

我带领全组老师依然坚持着从群文阅读、随笔化写作到专题阅读

和大语文读写等方面的读写结合专题化教学实践探究，并逐渐摸

索并形成了系统化的校本学材体系。让学生以写促读，以读养写，

把读的过程和写的过程有机融合，既扩大了学生的阅读视野，又

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语文学习主题作品集和学生个人学期文

集的写作与整理，已经初步成为传统。

在高中读写结合专题化教学中，我们重点进行共生式读写实

践活动。积累型读写共生是以积累写作素材、思想观点等内容，

以摘抄、扩写、仿写等方式进行的读写共生。从小报阅读到材料

积累；从材料积累到思维整合；从思维整合到思想沉淀。主题型

读写共生着眼于阅读内容、思想感情等人文性层面，有利于丰富

学生的情感和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比如开展“英雄悲剧”“小

议看客”“青春与理想”等专题读写。审辨式读写共生要求学生

能够对阅读内容进行多元化、批判性的思考与分析，同时勇于质疑，

敢于挑战，大胆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开展“真实与真相”“有

用与无用”“有所畏惧与无所畏惧”等的辩论。再造型读写共生

是指学生通过对文章的初步阅读或初步理解，把自己和阅读文本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读出自己，即结合学生自己的背景与知识，

品读出文本对于自己特有的内容“意义”，而这个意义是对文本

进行“再造”而实现的。比如在“干谒文专题”中对李白《与韩

荆州书》进行再造，以期体察李白的写作心境。整个教学过程，

阅读和写作紧密融合，在阅读中学习写作，借助阅读进行写作，

同时又在写作中进行阅读。此外，延伸式读写主要集中在学生每

周 1500 字的随笔写作上，写作痴迷的同学自发成立了学生文学社

团。

在高三阶段，我们开展了文学文化经典重读——结合文言专

题复习。首先，回归经典，从思想文化的源头汲取营养，提升底蕴。

利用好课内名篇，再稍微做一些“学术入门”级的拓展阅读，让

学生的思想和视野获得一份厚重感和底蕴。例如通过拓展阅读探

究儒道两家的思想为什么能够互补等等。其次，积累素材，以历

史人物为核心进行拓展阅读。比如《兰亭集序》——《择生与择

死》张曼菱、《赤壁赋》——《苏东坡突围（节选）》余秋雨、《游

褒禅山记》——《宋史·王安石传（节选）》《岳阳楼记》——《青

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梁衡、《醉翁亭记》——《宋史·欧

阳修传》  《品中国文人·欧阳修（节选）》刘小川、《小石潭记》——

《柳子厚墓志铭》《归去来兮辞》——《重峦叠嶂间的田园》余

秋雨等等。再次，以读促写，经典话题常写常新。例如 1《兰亭

集序》课后阅读写作任务：《择生与择死》，你更欣赏谁的生死

观？ 400 字左右。2《赤壁赋》课后阅读写作任务：“伟大的诗文

是对苦难的挣扎与超越”大作文训练：《突围》《高处与低处》3

《鸿门宴》课后拓展：“说悲剧英雄”大作文训练：《有所畏惧

与无所畏惧》《论勇敢》。我们还开展了现当代名家文章滋养——

结合大作文的序列训练。课外阅读读什么——中短篇散文、杂文、

传记，同时重视专题式读写与大作文训练并行推进。例如作文：《打

磨人生的精度》《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拓展“谈工匠精神”“修

身崇德”专题。作文：《文化认同》《文化互鉴》——拓展：“文

化自信与传承”专题 （《谈文化自信 》王蒙；《中华文化精神》

袁行霈；《以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灵》莫砺锋；《论中国文化》

梁簌溟；《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张岱年）。另外，我们还引导学

生重视当下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与评说。关注“公众号”人民日

报评论：“人民论坛”“人民时评”“睡前聊一会儿”。读点时评：

聚焦热点，拓展思维；对社会热点发表观点。相信每一个有积淀、

有素养、有情怀、有视野的孩子在高考考场上都能收获满意的成

绩！

二、名著阅读贯通化 

（一）名著阅读贯通化

名著阅读贯通化，首先是指语文实践活动贯通化，学生在阅

读的任何一部名著阅读时，基于自身的语文学习能力和素养，以

及对自我的阅读期待，选择相应的语文活动，其目的是把单一的

名著阅读与综合实践活动结合，着眼于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

教师可以每周抽出一节课引领学生触摸经典，进行经典阅读

活动。比如带领学生开展《红楼梦》经典阅读活动。第一个月，

组织学生开展“贾府小导游竞职”活动，让学生带着《红楼梦》

原著走进原宣武区的大观园。让学生参观大观园的同时，通过阅

读名著理清贾府的人物关系，画出贾府人物关系图；分析因影视

作品而盖的大观园与原著中大观园的异与同。第二个月，在学生

中组织“你最喜欢的金陵十二钗”书画展，让学生通过文或画的

形式来展现“你最喜欢的金陵十二钗”的形与神，开设相关阅读

讲座。第三个月，让学生从《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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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 > 中那些活灵活现的配角》《< 红楼梦 > 中的诗词赏析》《<

红楼梦 > 中的民俗文化及其他》四个选题中任择其一完成小论文。

第四个月，在学生中开展《< 红楼梦 >》趣味知识竞赛。通过各种

阅读活动引导学生阅读原著，感受中华传统经典的艺术魅力。在《红

楼梦》阅读中，依据学生阅读的进程，以“听说读写研演”推动

学生的深入阅读。尤其是审辨式读写共生，突出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能够对阅读内容进行多元化、批判性的分析，同时勇于质疑，

敢于挑战，能运用这种思维能力，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名著阅读教学中，秉承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二者相辅

相成的理念，实施以读带写，以写促读，读写联动的教学策略，

提升教学效率。

在必修教材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校本学材，形成一个个微专题，

拓展学生的视野；在完成规定教学任务的基础上，挤出整块时间

进行指导学生名著整本书阅读，形成“读起来——读下去——读

进去——读出来”的特色指导体系，让学生真正有效阅读。目前

在我的带领下全组开发出一系列校本学材，指导学生完成了六本

书的阅读。比如在《红楼梦》阅读中指导学生写出了一批有质量

的研究成果，辑集了《红楼补梦》《红楼梦人物评点》《红楼梦

人物专论》《红楼梦文化探究》等系列固化成果。

（二）亲历式：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强调以学生对“学习内容”

的不同理解作为教学资源，既架构了课堂的动态过程，又通过已

有知识进行经验改造，亲历新知的形成过程。

比如：你好，陌生人——在报告文学与非虚拟的故事项目学习。

项目教学注重实际的经历和体验，课程标准中“正面的语言实践

活动”和“实际的语言运用情景”都突出了实验活动与应用对学

生语文素质所获得的重要意义。亲历生命现场，让学生在亲历的

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语文学习的体验。

针对“报告文学”这一体裁，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对部分

著名报告文学优秀作品进行研究与诠释，并以此体现报告文学的

新闻性、真实性与文化艺术性。但报告文学鲜明的“新闻性”怎

么实现 ? 怎样实现语文知识的落地 ? 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如若我们开展以报告文学为基点的项目学习，创设“积极的语言

实践活动”和“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学生对这一新闻传媒类

的文体言语形式一定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收获，这是当代文化生

活参与的重要部分，也很可能为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的职

业选择打下基础。

本项目学习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实现对报告文学和

非虚构叙事写作的掌握。同时了解或掌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

实用类知识和技能。

学生按照小组形式，从确定采访对象，到商讨采访话题，到

实施采访、整理稿件，最后完成一份报告文学作品。每个小组确

定的选题如下：1. 路——领导者的教育梦 2. 校园北漂族 3. 平凡，

如此耀眼 4. 青春，选择三尺讲台 5. 何为国球 6. 黑暗曙光——免

费师范生之路。

在采访、完成文稿的过程中，学生经历了成为一名记者的真

实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主动建构了话语，逐步提高了语言应用的

水平，在访谈过程和讨论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直觉思维、逻辑性

思想，在小组讨论过程中，逐步提高了思维水平，在创作过程中，

学生努力实现了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训

练。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去培育他们的思辨性、批判性、审辨性，

获得心灵的成长和提高。

三、课堂教学生态化

“课堂生态化”是指在语文课堂上，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变

成依照学生个人特质作知识提供及辅助者的角色；学生也由被动

接受知识者，转为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开展自主性的学习，形成“双

主型”课堂结构。在教学形态上，我们开设了“虚拟教室”，“虚

拟教室‘整合’现实课堂”，凭借“虚拟”与“现实”的双课堂，

学生开展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为学生构建了广阔、开放而

又可持续地加以组织管理的新型学习环境，为学生的自主性学习

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在教学方式上，我们开展了“项目式学习”。例如在“报告文学”

专项课程中，老师不再根据每节课给定的知识点去组织教学活动，

而是学习计划的主要参与者——老师对本项目的各个教学阶段的

部分任务提前计划和布置，学习方向指导和资料提供方——老师

提供在各个阶段完成的目标任务和相应辅助资料等，为学习者提

供最新的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创作和国外非虚构故事创作的理论素

材等，开展教学活动的协调员——老师参加教学小组讨论并调和

组织内的意见分歧，指导学习者将问题逐步走向更深入等，寻找

传播知识、研究学习技巧与策略的指导者与同伴等，为学习者进

行恰当反馈的记录人与评价人——老师在某一阶段进行了过程性

评价，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肯定或者督促。本项目学习让学生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实现对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叙事写作的掌握。

同时了解或掌握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实用类知识和技能。比如

学生通过一次、两次、三次的采访，对如何采访、采访注意事项

和深入挖掘采访价值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一次采访后的交

流时，教师通过抛砖引玉的方式期待学生将陌生人的视角扩大到

老师以外的范围。语言建构的过程强调主动，而非被动接收，学

生在真正的完成报告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通过对经典报告文学作

品和当代报告文学作品的学习和借鉴中，不断建构语言，学习语言。

报告文学本身就是要站在时代前沿去敏锐地发现社会问题。本次

项目组织学生关注身边的陌生人，对当代文化现象调查，梳理材料，

培养学生参与探究社会问题的敏锐意识，培养其关注社会文化生

活的人文情怀。我们可以看到这学生们的选题角度：领导者的教

育梦、校园北漂族、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选择、何为国球、免费师

范生之路。从中能看到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意识，他们在项目

完成过程中获得的人生智慧和人文情怀的提升。

在如今的“双减”背景下，语文课程更加注重以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根本。语文课程的目标与内容，既要关注知识技能的

外显作用，更要重视课程的隐性作用；让学生多经历和体验各类

各样的语文学习实践活动，逐渐实现多方面要素的综合与发展，

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品质、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还要增

强学生学习语文、运用语文的自觉意识，通过阅读与鉴赏、表达

与交流、实践与探究等学习方式，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

及核心素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读写结合专题化、名著阅读

贯通化、课堂教学生态化的教学实践探究，因为我们相信，只有

以核心素养为本，才能进一步推进和深化语文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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