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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单元教学”与文本解读 1

1.“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首先由崔允漷教授提出。他认为，

普通课程标准从多个方面明确了高中语文课程教学的总

目标，从知识的获得、转化到学科核心素养关键能力、

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的培育。这要求教学从更高的

角度出发，即从关注单一的知识观念转向为对人的全面

发展关照。即从关注单一的知识、成绩转向为对人的全

面发展关照。“大单元设计”体现在对语文学科教学整

个单元的统筹规划上，将其以大主题、大任务形式体

现，旨在为学生建立一个有层次、有结构、有系统的语

文课堂。

2. 文本解读

授课角度上，文本解读指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

文本材料进行合理地分析、整合过程。这时，师生需要

通过观照文本与作者笔下的人、事、景、物进行有效对

话。权威学者认为，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文本解读有深浅

之分，这个深浅既横向包括某个文本，而且纵向针对该

文本表现的主题与思想。只有在各个层次上准确解读符

合语文性质和学情的文本内容，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

价值。语文是有温度、有情感碰撞的学科，强调领略文

本时也要注重滋养心灵、陶冶情操。

二、基于文本解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指出：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言活动中积累与

建构起来，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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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其品质；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获得的语言知识与

语言能力，思维方法与思维品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的综合体现。”语文学习任务群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

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

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统

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就是按照大主题、大任务为中心将不

同文体同一主题的选文编排在一起，以便形成独特的语

文课堂教学呈现形式。

以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单元举例，三

篇人物通讯，一篇新闻评论的实用类文本，两篇古典诗

歌，构成了以“劳动”为主题的一个大单元。这一单元

中，“劳动的价值”成为了其专题，教材中对于本单元学

习要求有：学生需要学会创作新闻时评，仿写人物通讯，

探讨对劳动价值的理解；以“劳动光荣”为主题，完成

课堂写作任务，记录对劳动者的赞歌；参与劳动实践，

编辑学生“劳动记录册”等。这一系列任务都涉及到了

对文本的解读与思考，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体会藏于文章

背后的实质内容，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观照社会现实。

例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涉及有关实用类文本的教

学内容，学习人物通讯的特点，了解新闻涉及的表达手

法，读懂新闻中的人物塑造等；再例如，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品读作品和理清脉络，总结新闻评论的特点，学会

新闻评论写作等。

其实诗歌的教学也是同理，文本解读也应该考虑现

实。首先，简单的语义层。即理解语言表层意思，比如

说教师带领学生学习杨万里《插秧歌》这一课的时候，

需要让学生明白整篇诗文的含义，因为古诗文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离学生的生活太远，再加上古今语

义不同，使得现在的学生学习起来颇为吃力。当然了，

仅停留在语言表层上理解文章释义，那是远不够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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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倘若学生连最基本的语义关都甚难求解，那么再深刻

有力的思想，再优美深远的意境，在其看来也只不过是

摆设而已。

其次，有趣的形象层。即让学生在读出字面意思

的基础上能发挥想象，具有真实的情感体验。比如说

学习《芣苢》的时候，处于语义层面的学生，只能知

其表层，而不知其实质。因此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解

读文本时，注意深刻体会文中六个动词的形象性含义

（“采”“有”概述采芣苢的劳动过程，即芣苢可以采摘

了；“掇”“捋”具体描写采芣苢时的动作；“袺”“襭”

描绘满载而归的快乐情景），如果忽略形象层，不能直观

地、生动地、形象地呈现出文本内涵，那么教师的解读

可以说是很失败的。

第三，进阶的审美层。成功的语文课必然是美丽而

诗意的，文本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教师的语言讲解也需

要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体验。比如《芣苢》这首诗，

描绘的是三三两两个妇女在采摘芣苢时的劳动全过程。

重章叠唱的表现手法，形象地体现了古时候妇女们对于

劳动充满着欢呼喜悦之情。再比如《插秧歌》使用的白

描手法，勾勒出一幅紧张繁忙的劳动场面，全家老少一

块出动，各尽所能，默契配合。语文教学中所选文本都

是文质兼美的经典之作，如果教师在解读文本时不能给

学生一种审美的体验，那简直是在糟蹋文本。要注意必

须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师相应地点拨，提供思考

方向，引导学生由浅至深地领会文章。

最后，深刻的思想层。不论是学习实用类文本，还

是鉴赏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有深度思考，探析

文本的深一层奥秘。简而言之，就是促进学生思维地拓

展和创新，学生视野逐步开阔，学生境界也会大幅度提

升。思想层面的学习，已经超越了文本本身的高度。从

这些新闻、诗歌中学生能跳脱出文本的束缚，结合自我

生活体会，形成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这是十分有

意义的。

三、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单元“大单元教学”设

计与思考

统编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二单元的阅读板块和

写作板块以“劳动”为主题，以劳动的感悟与理解为主

线可以设置以下三个教学任务，实施“大单元教学”，将

文本与现实进行有效勾联。

任务一：劳动之美（2 课时）

针对本单元六篇文章，特别是前三篇人物通讯，学

生可以利通过课堂交流合作方式共享资料。了解新闻通

讯的相关特点，关注文体的特征去随文而学，以新闻的

形式来学新闻类文本。例如了解人物通讯的主人公，明

确主要事迹，概括这三个人物的劳动贡献，还可以进行

横向比较，说说三人的贡献有何异同？（表格如下）

篇目 作者 主人公 主要事迹 贡献

《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沈英甲 袁隆平

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水稻，培育杂

交水稻，选育“超级稻”，为世界解

决食物短缺问题

勇立潮头、艰苦奋斗、引领创新，

促使饥饿“退却”的同时引导了

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林为民 张秉贵
张秉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

情，细致周到地做好本职工作。

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劳动岗位上取

得了不平凡的成就，温暖众人。

《“探界者”钟扬》 叶雨婷 钟扬

植物学家钟扬，心系科学，援藏 16

年，为国家种质库收集数千万颗植

物种子，培养了无数科学奇才，用

生命诠释了爱国报国的人生理想。

在科学和科研等不同领域取得杰

出成就，诠释了生命的“高度与

宽度”，及不懈探索的奉献精神。

除了用表格的方式以外，教师还可以分组合作探究，

三篇文章，分任务给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在熟读细解三

篇文章的基础上，各重点着手其中一篇，三个小组分别

交流其异同，教师适当地补充和评价。

任务二：劳动之歌（5 或 6 课时）

这一阶段实际是针对本单元前四篇文章而言的。在

上次任务的基础上，学生已经大致了解了人物通讯中的

人物特点，整体梳理了文章内容。接下来就该是教师带

领学生，细细品读课文，深入剖析文章是通过怎样的方

法来塑造人物，或者说领会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

的形成的。这样一来，师生就能更上一层楼，从阅读层

面的思考进入写作层面的应用。再次，前三篇人物通讯

的学习，也为后文学习新闻评论打开了一个纽扣。第四

篇文章《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可以说是和上一阶

段三篇人物通讯具有承接关系。学生可以通过结合三个

通讯人物特点，对其进行相应的新闻评论。也就是说，

学习第四篇文章，既可以学习到新闻评论是怎样的，还

可以让学生利用前三篇人物通讯来实践练习如何书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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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评论。比如说查找三位人物的主要事迹资料，结合课

文，选择你喜欢的人物，概括其主要功绩，可以模仿

“感动中国人物”或者“朗读者”栏目组为他写一段颁

奖词或一封感谢信。

任务三：劳动之行（1 或 2 课时）

通过上一任务的实用类文本学习，学生可能觉得课

堂略显严肃。这时恰好可以学习本单元最后一部分内容，

也就是有关劳动的两首古典诗歌《芣苢》和《插秧歌》。

通过诵读诗歌，感受古代灿烂的文化，陶冶情操，理解

劳动中蕴含的人情美与风情美。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以鉴

赏为主的学习活动，不同于前一部分的信息收集类活动。

在这一活动中，教师也可以通过对比阅读的方式，让学

生体会两首不一样的诗歌。比如说前者侧重写的是劳动

的收获场面，主要通过直接描写为主；后者侧重写劳动

的播种场面，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相结合。教师可以通

过表格的方式让学生印象更加深刻，也可采用分组的方

式，进行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文本的多重

对话。这时，旨在让学生发现劳动之美、感受劳动之美。

最后，教师可利用布置“劳动实践”为主题的作业，置

办班级劳动践行册，呼吁学生参与社会劳动。

总之，基于文本解读的“大单元教学”具有多种课

堂呈现形式，关键在于教师的统筹规划以及学生的积极

配合。不论是劳动之美的表格制作，或者是劳动之歌文

本的写作，还是劳动之行的纪念册编撰，最重要的让学

生主动、活泼地参与其中，了解劳动、热爱劳动、善行

劳动。文本解读是基础性的一环，大单元教学的角度有

利于师生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将文本联系现实，真正实现

“用教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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