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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当前语文教学存在问题

第二部分：课堂教学组织形态重构

第三部分：需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四部分：课堂教学设计案例研究



第一部分：当前语文教学存在问题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要以知识观、学习
观和教学观的转型为基础，以学生学习方式的变
革为外在表征，以学生综合素养的整体提升为终
极目标。

目前的中小学教育教学，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
教学思维没有完全突破传统框架，教学方式还基
本停留在传统“讲、练”层面，严重影响了课程
改革目标的落实，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很多学校将“实践活动”视为教育变革“落地”
的标志，但大多数“实践活动”重外在行为，轻
内在反思，活动和学习尚未有机融合。在实践活
动中，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策略并未发生实质
变化，学生的主体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语文教学的弊端——眼中无“人”



第二部分：课堂教学组织形态重构

一、课程目标与学科核心素养

总目标：高中语文课程根据“立德树人”的基
本要求，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确定课程目标，是学生通过阅
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的语文学习
活动，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言建构与运用、思
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
解各个方面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语文核心素养框架结构

思维发展与品质

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

语言建构与运用

语文学科的“本分”

审美鉴赏与创造

审美教育的任务

文化传承与理解

提升文化意识和理解

应用能力

审美能力

探究能力



二、语文课程的性质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
实践性课程。

（1）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2）实践性

（3）综合性



三、语文课堂教学组织形态重构



四、进行教学设计的理论支撑

（一）目标化学习

（二）问题化学习

问题化学习是一种以学生问题为起点的学习，
同时兼顾学科问题的基础性与教师问题的引导性。



问题本质上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即人们如
何认识世界以及用什么方法认识世界。

狄尔泰：“自然界需要解释说明，对人则必
须去理解。”

科学的方法是通过探究去发现，人文的方法
必须是通过神入与内省，去感悟与理解。

科学探究问题与人文感悟问题



问题系统优化的六种模式

模式一：问题集

模式二：问题链

模式三：问题网

模式四：问题矩阵

模式五：树状问题

模式六：问题域



问题矩阵

模式四：此类模式适合指向目标的学习，可
直接检测所提问题与学习目标的联系。





树状问题

模式五：从主题——专题——问题的树状
问题系统。





学生的问题
1.范爱农为什么是悲剧而鲁迅却不是悲剧？
2.范爱农悲剧的原因何在？
3.鲁迅为什么不帮范爱农离开绍兴？
4.徐锡麟死了，范爱农是否悲伤？
5.范爱农为什么不主张发电报？
6.范爱农的尸体是直立着的，原因是什么？
7.范爱农的身后事为何不了了之？
8.绍兴相逢，鲁迅与范爱农彼此为何忽然就看着

顺眼了？
9.鲁迅接新来的同乡时何以两次不满？
10.文中出现两次讲笑话的叙述，作用有何不同？

… …

课例：《范爱农》



11.革命前范爱农、革命后范爱农、最后的范爱农的

共同点和不同点？

12.鲁迅从热血青年到“世故”的变化原因是什么？

13.当年摇头后来愧悔的原因是什么？

14.范爱农是否自杀？

15.为何范爱农革命前没有死，革命后却死了？

16.对于文中出现的所谓“爱国青年”，鲁迅的态度

是什么？

17.从让座位到牺牲，鲁迅对那些革命者的态度有何

转变？



18.徐伯荪的夫人为什么要带绣花鞋上东京？

19.为什么要提到孙传芳大帅和裸体照片？

20.王金发既然是绿林出身，为什么杀人却不轻易？

21.既然是写范爱农的回忆散文，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

篇幅叙述“报馆案”？
22.感觉范爱农其人与鲁迅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比如吕纬

甫、魏连殳很相似，鲁迅是以他为素材创作的吗？

23.徐锡麟既然做了安徽候补道，就是恩铭的手下，为

什么还要刺杀恩铭？革命党的人为什么要到清政府

里面做官？



“范爱农为什么是悲剧而鲁迅却不是悲剧？”且不说语

法上是不是说得通，单从表意上就存在先入为主、漫无边

际的问题。所谓先入为主，是说该问题认定范爱农是悲剧

，而鲁迅不是悲剧，这就把复杂人物简单化、标签化了。

所谓漫无边际，就是没有对悲剧的范畴进行界定。范爱农

穷困潦倒、英年早逝，从境遇上看固然是悲剧，但清醒而

绝望的死去，与在铁屋中浑浑噩噩的活着相比，究竟哪一

个更可悲？作为在孤独中求索的思想家，难道鲁迅身上就

没有悲剧的一面吗？

修正问题



课例：《林黛玉进贾府》

在《林黛玉进贾府》中，“忙”字有16个，“笑
”字有28个，作家似乎对这两个寻常的字情有独钟
，反复使用，用以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

同学们能作出具体的说明吗？

(问题出自教师自己的钻研和思考，有一定新颖性、
挑战性，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又富
有思考的价值和探索的余地。)



（三）体验式学习

语文学习实践活动

知识—（体验）—技能—（体验）—素养



一组体验式学习活动构成的一套智力动作，各
个活动的展开顺序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整套活
动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



2、设计教学应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要能重建学生整
合式的语文学习生态，将不同类型的文本、不同
的学习方式引入教学，设计那些有助于问题解决
，有助于引发学生阅读行为、多样化阅读策略的
教学过程。



3、设计教学应重视学习内容的整合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设计
的结果。由于缺乏整合的意识，以往教学中容易
导致基于篇目的碎片化学习，影响教学中局部与
整体、课堂与课程关系的处理。如果缺少整体意
识，每一个独立设计的好问题，并不一定符合教
学的内容，不必然能实现单元的目标。我们需要
考虑问题和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解决这些问
题，为什么就能达成本单元的目标。站在整体的
视角，教学要从任务情境出发，先设计有一定综
合性的、必须深入探究才能解决的上位问题，再
去设计一系列小问题。有助于上位问题解决的小
问题，才是最有效的问题。



4、设计教学需整合各种学习方法综合参与

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是最
基本的语文学习活动，反映在听说读写等表现性
的行为上，作为最常见的语文学习方式，它们是
密不可分的整体，不是单一的技能训练，也不是
简单地从主题内容层面上贴标签式地呼应，而是
根据单元需要有意设计的结果。



5、设计教学需整合各种学习资源

教师需要有效利用教材，为学生而教，为开放
而教。选择课程资源，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
是纸质文本，也可以是多媒体资源、网络资源、
社区资源等。



6、基于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设计

一般说来，教学设计的要素，包括对目标、内
容、方法、过程、评价的设计。基于学习任务群
的教学设计，这些要素没有变，但内涵都在发生
变化。设计教学目标，出发点应是学科核心素养
；教学内容，可能是一组文章，可能引入整本书
，也有可能引入学生作品等生成性的内容；过去
的教学方法多停留在技巧，现在要更多考虑学生
的学习，如何引发学生学习行为发生；过去的教
学过程多局限于一堂课，现在可能是多堂课；过
去的教学评价多是纸笔测验，现在我们要研究评
什么，用什么评，谁来评等问题。



第三部分：需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四部分：课堂教学设计案例研究

一、单篇教学
《离骚》

活动设计：构建与变形
活动一：拼接构建
1.拼接成文。

在课前充分预习、熟读课文的基础上,将全班同
学分成6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提供相应的磁性卡
片,一字一张,顺序打乱,要求各小组根据分配到的
任务,既快又准地将相应的内容排列在黑板上,如图
所示:



3.背诵积累。

依据情感脉络,尝试背诵,同时完成填空,巩固楚辞
相关特点。

“楚辞”是兴起于＿＿＿＿的一种诗歌样式,因其
“书楚语,＿＿＿＿，＿＿＿，＿＿＿＿”故可谓
之楚辞,这种诗体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的色彩。后人
将＿＿＿＿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骚
”是中国诗歌史上＿＿＿＿和＿＿＿＿两大优良
传统的源头。



活动二：压缩变形

在构建，积累的基础上,教师设计了第二个活动
内容：“压缩变形”。

第一步，学生直接上台在黑板上拿下多余的字
进行压缩,要求尽量保持原诗意思，形成四言体。

参考示例如下：



第二步,学生反复诵读原文和改文，试比较四言
体与“骚体”诗的不同特点并探究其原因。讨论后
明确：四言诗比原诗更整齐,更有节奏感了，但是
读起来比原诗要快，显得比较急促。

为了加深学生对《楚辞》及楚文化的了解，又适
时补充了以下内容：



《离骚》教学反思

教者主要设计了“建构与变形”两大学习活动,
并以这两大学习活动为主线串联起其他四个学习活
动。本课设计的四个语文学习活动,从构建到变形,
从认知与感受到实践与体悟,从课内到课外,突出了
语文学习的实践性、情境性,探究性等特点。

设计具体活动时,需要考虑语文学习活动涉及的
一些要件,如语言文字素材和运用范例,情境和活动
范围,活动的任务、目标、过程和方法,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参与度等。

《离骚》教学反思.doc


本课设计意图细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在拼接构建
活动中培养积累与梳理能力;其二在压缩变形活动
中培养欣赏与评价能力;其三,在互改对比活动中培
养审美与鉴赏能力。

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时一定要考虑其价值,学生
在活动过程中也会加以辨别,只有真正有意义的活
动才能得到认同。无论是压缩变形后表情达意的
深层探究还是互改对比中的精彩点评,都体现了学
生思维的活跃度,在这背后,便是语文素养的提升。



二、专题教学
学习任务群3|《跨界之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二、专题教学



一、设计原则：情境性、实践性、主体性，凸显学
生语文学习的路径图。

二、特色与亮点

1、体系性、全面性。从字词、句篇、语言修辞、
逻辑、文化等方面，分十二个专题学习，构建了
语言“树型”知识结构图，体现了语言学习的体
系性和全面性。

2、独创性。第七个专题“福尔摩斯思维开发术—
—发现身边的推理‘陷阱’”，模拟福尔摩斯



探案的场景，发现制造误会的“陷阱”，让学生在
生活中内化“三段论”知识，体会语言的逻辑魅
力。

又如，第十一专题“语言的狂欢：网络语言和
汉语规范探讨”以“晒”网言网语、“识”网言
网语、“辨”网言网语、“用”网言网语等四项
实践活动，探讨网络语言的鲜活性和规范性问题
。

3、趣味性。以“闯关测试”为例，命制一些具有
生活化、形象化、趣味性的题目，激发学生学习
的内驱力。



建立专家型思维模式

系统性 整体性 统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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