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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语文专题教学产生的背景与概念辨析 

 二、语文专题教学的设计理念和实施策略 

 三、语文专题教学与语文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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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概念 A Q 

T 

Textbook 

Exptert 

S 

学习内容

碎片化 

学习过程

同质化 

思维培养

浅表化 

学习评价

单一化 

语文教学的现实问题 

真实的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往往发生

在教师教学准备阶段，而非学习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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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课程内容的组织方法和教学方式大

同小异，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力度差别不

大，其主要价值似乎就是通过开设一门又一

门的课程向学生传递语文学科的不同知识。

这种状态下，花样百出的语文课程已经逐渐

丧失了其应有的育人内涵，而逐渐变成仅仅

作为某一门类知识载体的“课程碎片”。 

      教师乐此不疲地进行零打碎敲、蜻蜓点水

式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而学生往往得到的

是单一而破碎的、浅层的、有确定答案的但很

难建立关联的内容。当面对复杂的、深入的、

没有确定性答案也似乎很难找到唯一路径的问

题，学生大多茫然和无奈，往往出现无从下手

或束手无策的状态。 

——郑国民.李煜晖:高中语文专题教学实践研究探析. [J]教育学报.2017(5):46-51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教学领域的实践探索 

传统 

教学 

单元
教学 

模块
教学 

专题
教学 

针对传统单篇教学是所造成的知识破碎化的

现象，主张系统组合文本，按流程传授知识。 

在单元教学基础上，改革课程设置，构建

宏观系统的模块，加强学生选择。 

跳出课程开发者本位和师者本位，运用学术

探究式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思维品质的提

升和高阶能力的培养。 

共性 差异性 

重

构

语

文

课

程

基

本

单

位

的

整

体

性

改

革

实

验 

理论基础不同 
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 

内容选择不同 
依赖教材-基于教材-基于目的 

设计侧重不同 
内容整合-顶层设计-知识图谱 

教学方式不同 
传递方式-选择方式-学习方式 

评价办法不同 
终结性-过程性；单主体-多主体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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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专题”？ 

专题即问题：具有语文学科研究价值的“特定的问题”。 

专题即主题：在一定情境下，课内外学习资源聚合与辐射的依据。 

专题即任务：学生语文学习活动所聚焦的任务。 

专题即项目：从某一视角（方面）或按照某一程序解读作家作品的教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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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专题教学”？ 

语文专题教学是按作品、作家、主题、学生的视角“聚篇为类”，在

一定的问题情境下，通过设计更开放、更贴近生活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外

显性学习任务，旨在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思维建构的课堂组织形式。    

（朱俊阳.语文专题教学的本质. [J]语文教学通讯.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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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专题”既是语文学科立场下专业的学习

内容，也同时包含学习者在建构这些内容时必

然提出的问题和要完成的任务。 

从静态的、限定性的“教”的视角来看， 

“专题”是“学生需要共同学习的语文学科内

容”，即“学科专题”。 

从动态的、非限定性的“学”的视角来看，

“专题”是每个学生在学科专题下需要探究的

问题和完成的任务，以成果形态呈现，即“学

习专题”。 

专题 

教 
学 

专题 

学科专题与学习专题关系锥状图示 
 

说明 
蓝色线条和文字代表学科专题 
绿色线条和文字代表学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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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语文专题教学 

    语文专题教学是以“专家思维”

为目标，以研究性读写为手段，以

特定的学科专题为场域，以学生自

主建构的学习专题为内核的教学形

态。语文专题教学本质上是以教与

学的方式的系统变革来重构语文课

程单元的整体教学模式。 

      高中语文专题

教学为满足学生思

维发展深刻性的需

求，应强调学习任

务的挑战、问题探

究的深度和研究成

果的质量。 

     学生的

个性选择、

深度探究、

协同创造、

综合发展

是目标。 

      教师的系

统思考、整

体设计和学

术支持是保

障。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二、设计和实施 

学科专题的选择：以典型内容取代面面俱到 

学习专题的确立：注重循序渐进和个性选择 

实践活动的类型：任务、问题和情境的综合 

 ——参见李煜晖《高中语文专题教学简案》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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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念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边城》共21节，请

为每一节起一个名字

并说明理由。注意：

关联性、概括（象征）

性、文学性、系统性。 

用800字（4分钟）讲

述《边城》故事，视

角自定，完整而有感

染力。 

选择一个人物，为她

（他）画像并介绍。 

选择一段景物描写，

朗读并赏析。 

以一个人物的口吻，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给

另一个人物写三封信，

要求贴切、真实。 

选择一篇评论文章，

概括其主要观点并结

合小说内容谈谈你的

看法，撰写研究论文。 

导读——任务 

任
务
驱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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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核
心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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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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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务
纵
深 

任
务
核
心
设
计
模
式2

 

李煜晖.高一语文鲁迅作品专题教学设计与实施[D].北京师范大学.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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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聚
合 

问
题
核
心
设
计
模
式1

 

参见吴欣歆老师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高中经典阅读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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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核
心
设
计
模
式
2 

教师 

教书人 

学生 

读书人 

作者 

写书人 

③民主态度 

问题 

价值评估 

选题研究 

问
题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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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

何规

划小

说的

叙事

单元？ 

 

 

 

 

 

 

 

 

2.海

上搏

斗为

什么

不把

叙事

重点

放在

老人

与鲨

鱼的

搏斗

上？ 

 

 

 

 

 

 

 

 

 

3. 如

何理

解小

说叙

事视

角转

换及

其功

能？ 

 

 

 

 

 

 

 

 

4.如

何认

识小

孩马

诺林

的作

用？ 

 

 

 

 

 

 

 

5.如

何看

待老

人对

大马

林鱼

的态

度？ 

 

 

 

 

 

 

 

 

6.如

何理

解小

说的

结尾

女士

与侍

者的

对话？ 

 

 

 

 

 

 

 

 

7.老

人梦

见非

洲的

狮子，

有什

么隐

喻和

象征

的意

味？ 

 

 

 

 

 

 

 

 

8.小

说中

大量

海上

的景

物描

写有

哪些

功能？ 

 

 

 

 

 

 

 

 

9.面

对鲨

鱼的

攻击，

老人

为什

么不

有效

止损？ 

 

 

 

 

 

 

 

 

10.

四种

译本

哪个

翻译

水平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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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既为曹雪芹
所做，为何要假
托石头记，并引
出一僧一道，故
作荒唐之言，用
意何在？ 

程乙本：只因当年这个石头，

娲皇未用，自己却落得逍遥
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
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
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
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
那么，贾宝玉、石头、神瑛
侍者、通灵宝玉四者到底什
么逻辑关系？ 

石头为炼石补天所造，
能通天地之灵气，和
以全书之中屡次以
“蠢物”称之？此石
究竟是通灵还是蠢物？ 

.《红楼梦》中人名如：
茫茫大士、渺渺真人、
空空道人、贾化字雨村、
甄费字士隐、英莲、霍
启、封肃等，地名如大
荒山、无稽崖、青埂峰、
太虚幻境、大如州等，
名中寓意，弦外有音，
作者这样命名的用意何
在？如此大范围地使用
隐喻意味的命名，是否
有伤小说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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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霍启抱英莲则“祸起”，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则言“到那
时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
坑矣”，僧道见甄士隐抱着英
莲，就说：“你把这有命无运、
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
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把结果预
言写下来，是宣传因果报应的
迷信还是另有用意？ 

短短一回之中，有诗词7首：
石头一首，曹雪芹一首，
僧人一首，贾雨村两首，
道人一首，甄士隐一首。
这些诗词分别有哪些功能
和作用？如果要研究红楼
梦诗词，该怎么做？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
有许多名字，“石头
记”“情僧录”“风月
宝鉴”“金陵十二钗”，
为何竟最后叫了《红楼
梦》？哪个名字更好？ 

石头希望空空道
人抄录此书，传
奇于世，而道人
读罢无感。石头
历述古今小说、
戏曲以比较之。
这段看似多余，
何必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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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字

义 
析语

境 

释因

果 

参体

验 

援事

例 
成见

识 

择精

要 

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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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文

献 

出成

果 

师
生
共
读 

专
题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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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境
转
化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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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规划：课程周期—课段规划—课时计划 

课程目标：单元目标—课段目标—课时目标 

教学方略：课堂教学—个性指导——自主学习 

评价方案：目的＋主体＋形式＋渠道＋策略 

谋
定
后
动
，
共
商
课
程
方
案 

适应性 完整性 系统性 灵活性 

实施策略 

——参见李煜晖《高中语文专题教学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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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鉴赏：熟练运用工具书和网络

搜索识记鲁迅作品和相关文献中的生

僻字词。分析鉴赏鲁迅作品中常见的

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如比喻、拟人、

反语、反问、双关、对仗、白描、复

沓、对比、象征等，准确理解语言背

后的思想情感，评价其表达效果。在

整体感知的基础上，鉴赏鲁迅作品篇

章结构的匠心。在默读、朗读中感受

鲁迅作品忧愤深广、沉郁警拔的语言

风格。 

语言目标 
      表达交流：能够准确表述阅读过

程中产生或发现的问题，并用简明的

语言概括问题探究活动中形成的观点

和见识。在不同学习阶段，用自己的

语言表达自己的学习收获，形成共计

不低于一万字的学习成果。书面表达

要遵循一定的写作规范，力求做到主

题鲜明、结构紧凑、语言简洁生动；

口语表达考虑听众的感受，力求做到

限时完成、话题集中、自然流畅、生

动活泼、肢体语言得体。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语言建构：在撰写鉴赏评价文

章或研究报告的过程中，通过锤炼

语言来锤炼思想，做到“词能达

意”“要言不烦”。在语句之间和

段落之间，能够合理安排先后顺序。

在论述和评价的过程中，不用臆断

替代思考。可以抒发主观感情，但

更应该立足文本、文献，用“证据”

说理，清晰展现自己得出结论的思

维过程，使人信服。 

思维目标 

       阅读探究：在阅读、分析、鉴赏和评价鲁迅

作品的过程，提高问题探究能力：能够主动积极

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形成自己独

到的观点和见识。能够综合、归纳鲁迅作品中同

一类型的内容或现象（包含语言现象和社会现

象），由表及里，发现这一类现象中寄托的思想

探索。能够将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问题或现象

关联起来，由此及彼，比较其差异性和关联性。

在问题探究、综合归纳、关联比较的过程中，使

自己的思维由浅表化、碎片化向逻辑性、系统性

发展，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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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在专题学习过

程中，通过一系列循序渐

进的、有挑战性的读写任

务，训练学生主动学习、

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的意

志品质。在不同阶段的交

流、展示和汇报中，培养

学生阳光自信的心理和尊

重他人的态度。 

价值目标 

 阅读鉴赏：用历史眼光和现实视角审视

鲁迅的作品，感受和理解鲁迅的情怀和

思想：学习鲁迅关注国计民生、致力于

国民精神启蒙与改造的情怀，培育学生

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习

鲁迅不畏强权、同情弱者、仗义执言的

独立人格，培育学生的正义感和道德实

践的勇气。学习鲁迅理性思考、探索求

真的思想方法，培育学生做一个爱思想、

会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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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日程表 学习任务 学习要求 备注 

准备动员 

（11.16—27） 

11.16—27 

走近鲁迅 

商定整体安排，拟定研究计划，阅

读参考书目，走进鲁迅和他的时代。 
读书、提问、交流。 无 

单篇鉴赏 

（11.28—12.7） 

11.28—30 

《范爱农》4课 

在精读中质疑提问，在带读中梳理、

解决问题，选择角度，完成写作。 

以此文为例，探索总结适

合自己的单篇研究方法。 

12月 3、4、5、

6，每天交一篇单篇

鉴赏的电子稿。每

篇评论短文 800字

左右。12.6、7择

优展示交流，并将

全部作品上网供互

相借鉴。 

12.1—12.2 

自学质疑三篇 

制定个人学习计划，读文献，对另

三篇精读质疑。完成作业：《范爱农》

单篇鉴赏 

迁移：用教师帯读所提供

的分析方法，依据文本，

自主分析另三篇。 

12.3：《忆》 
带读答疑。完成作业：《忆韦素园君》

单篇鉴赏。 

提问交流，查阅文献， 

自选角度，完成写作 

12.4：《记》 
带读答疑。完成作业：《记念刘和珍

君》单篇鉴赏。 

提问交流，查阅文献， 

自选角度，完成写作 

12.5：《为》 
带读答疑。完成作业：《为了忘却的

记念》单篇鉴赏。 

提问交流，查阅文献， 

自选角度，完成写作 

课内整合 

（12.8—18） 

12.8、9选题 
以上述研究最有感触的学习内容为

切入点，拟定选题。 
查阅文献、自主探究 

本阶段任务为

独立完成。12.9 交

选题。12.16前交

课内整合论文。12. 

18，交流研究成果，

之后有 1课时选题

方法指导。 

12.10、11开题 
教师进行选题方法指导后修改选

题，经审核后开始写作。 
汇报交流、互相启发 

12.13、14指导 

教师根据单篇阶段的问题，进行写

作方法的共性指导后，请逐一面谈

做个性指导。 

总结前期写作中存在的

问题、主动提问和修正 

12.14—16写作 
撰写并上交论文电子稿，教师尽快

批阅。 

查阅文献，自主写作 

如有疑问，中午答疑 

12.18汇报 
在规定时间内汇报课内整合研究内

容和基本观点，教师点评。 

认真准备，学会倾听 

互相借鉴，酝酿专题 

选题写作 

（12.19—1.15） 

任务 1：阅读思考，通读文献材料，并查找补充，形成对研究内容的整体认知。 

随时答疑。中期

有 1课时专题研究

方法指导。论文 3

千字以上，文献注

明出处，不得抄袭。 

任务 2：依据范例，了解论文写作格式、文献引用方法等。 

任务 3：选择专题，深入思考，提炼观点，形成提纲。 

任务 4：撰写完成论文，必须独立完成，。 

任务 5：元旦后择时汇报宣讲，并对自己的研究过程做简要总结反思。 

成果展示 

（13.1.16） 

举行专题研究成果汇报活动，用 PPT向全班同学和外请老师汇报，除研究内容外，

汇报应含有研究反思和自评的内容。同学互评打分，教师点评并做活动总结。 

提供 PPT,脱稿

汇报。汇报后自愿

修改，深入研究。 

课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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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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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策略 

让学生深度参与课程开发：赋予学生选择权和决策权 

让学生深度参与问题探究：赋予学生设问权和表达权 

让学生深度参与学习评价：赋予学生受评权和评议权 

充
分
授
权
，
促
进
课
堂
民
主 

民主保障自由 自由孕育思想 思想激发创造 

李煜晖《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向学生赋权》. [J]中国教师.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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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疑

提

问
 

案

例

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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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范爱农的尸体是直立着的，原因是什么？ 
6、范爱农的身后事为何不了了之？ 
7、绍兴相逢，鲁迅与范爱农彼此为何忽然就看着顺眼了？ 
8、鲁迅接新来的同乡时何以两次不满？ 
9、文中出现两次讲笑话的叙述，作用有何不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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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鲁迅从热血青年到“世故”的变化原因是什么？ 
12、当年摇头后来愧悔的原因是什么？ 
13、范爱农是否自杀？ 
14、为何范爱农革命前没有死，革命后却死了？ 
15、对于文中出现的所谓“爱国青年”，鲁迅的态度是什么？ 
16、从让座位到牺牲，鲁迅对那些革命者的态度有何转变？ 
17、徐伯荪的夫人为什么要带绣花鞋上东京？ 
18、为什么要提到孙传芳大帅和裸体照片？ 
19、王金发既然是绿林出身，为什么杀人却不轻易？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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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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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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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学案例《范爱农》单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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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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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艰难，比如境遇的窘困与思想上的痛苦，

为什么范爱农在振作后沉沦，在挣扎中绝望，在孤独中死亡，而鲁迅却走上了

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修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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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上分类，上述问题可以分为关于鲁迅的问题、关于范

爱农的问题、关于鲁迅对范爱农态度的问题、关于其他人物的问

题…… 

    从鉴赏上分类，可以分为关注思想情感的问题、关注文章结

构的问题、关注表现手法的问题、关注语言风格的问题等等。 

    可以围绕自己兴趣选择其他标准划分类别。 

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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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个解决某个具体问题。 

    在问题之间建立联系，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带

动一组（类）问题的解决，乃至全部问题的解决。 

    学生自主选择问题解决的内容和任务，鼓励迎

接挑战的选择，教师要对问题解决做探源性评述。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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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自主总结问题解决的方法，进行交流分享。教师要

站在更上位的角度协助学生进行提炼。 

   通过细读文本解决的。需要阅读一定课外文本或文献解

决的。细读文本得出一定结论后，有价值向课外延伸并进

一步深究的。 

总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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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点+文献 

+理论  

 

ABCDEF…… 

ADEF 

D1E2A3F4 

阅读感知 质疑提问 修正筛选 归类研究 

概括观点 

筛选观点 

结果排序 

向研究性写作转化：问题处置者自我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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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标题：涵盖全文，有文学性 

                      ——（副标题：说明主要内容和角度） 

语言表达 

出现问题 

首段:切入话题，提出问题，表明观点态度……  

过度解释 

闲言碎语 

词不达意 

句子不通 

语义不连 

啰嗦拖沓 

平铺直叙 

D1  

自然段本身应有

内在逻辑：观点，

分析，佐证…… 

 

段落之间应有内

在逻辑：并列、

递进、对比、推

理…… 

 

段落之间应有过渡

总结。 E2 

A3 

F4 

…… 
尾段：总结、提升、抒情、关照现实…… 

写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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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鼎足 

心之动 智之端 

文之魂 以读

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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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提问 

修正问题 

筛选问题 

应该把学生的真实问题作为教学起点。 
鼓励学生“敢疑”，培养学生“会问”。 

听明白即可，意思对就行，是对语文学科的误读。 
语言从简，思想偷懒。问不清楚是因为想不明白。 
修正语言表述的过程，就是修正思想认识的过程。 

分类问题 

对形形色色的问题进行筛选的过程是价值判断的过程。 
筛选的过程同时也是向语文学科核心问题聚焦的过程。 
惟其如此才能避免专题教学流于庞杂，保障学习质量。 

分类是在零散问题之间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有助于整合素材，明确兴趣点、研究方向和领域。 
分类是从休闲阅读过渡到专业研究的重要表征。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更重要。 
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教师来提升。 

问题是生成的

资源 

问题处置影响问题的性质和功能 
问题的性质与功能影响思维发展 

 
问题是质疑的

载体 

问题是对话的

媒介 

问

题

解

决

促

进

写

作

关

键

内

因

的

形

成 

参见李煜晖.《问题处置与思维发展》 [ J]新课程评论.2016.6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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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策略 

统
筹
兼
顾
，
做
好
个
性
指
导 

 阅读兴趣激发：任务驱动、合作与竞争 

 选题研究指导：问题凝练、方法指引、资源推荐 

 学习成果批改：示范式、对话式 

 学习评价：存在与表现、激励赏识、实事求是 

因人而异 因势利导 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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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资源  提问任务 

 文献资源  阅读任务 

 文学评论  鉴赏任务 

 文学习作  创作任务 

 研究报告  研究任务 

 演示文稿  宣讲任务 

任务完成 

知识建构 

成果形成 

展示汇报
听说训练 

交际修养 

分   享 

学习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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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真亦幻的美好记忆，内心深处的温暖角落（批语：好题目） 

——由鲁迅作品看鲁迅的故乡情结 

作者：高一十班  翟心格 

提要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引自《世说新语》）

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历来是地灵人杰之地；鲁迅虽（删除“虽”）早年离家时，

曾写下“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

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

肠欲断，涕不可仰”的文字，足见他对于故乡的眷恋之情。在鲁迅的作品中，对

于“故乡”这一意象（删除“这一意象”）的叙述也有很多，本文将联系时代背

景做一些探讨。（批语:主要观点还是要说一下，不然何谈摘要？） 

【P.S.这或许是最后一篇了罢，想说的话很多，又怕没有条理，乱说一气。

只好沉默着。现在是 2012 年 12月 31 日 23:02，距离 2013年还有 58分钟。我

希望这最后一篇能够同我一起见证 2013 年的到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对

话：看完你这段话，我就知道下文一定很不错。） 

正文 

故乡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地方，故乡情结也便成了人之常情。“故乡”与“故

乡情结”，是历代文人墨客们吟诵的话题。作为一位文学家，鲁迅的作品中也有

着不少回忆故乡的文字。我从读过的作品中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列至下表。 

文章名       文体        出处 

《阿长与‹山海经›》  

回忆性散文 

 

《朝花夕拾》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五猖会》 

《社戏》 小说        《呐喊》 

《故乡》 

《风筝》 散文诗 《野草》 

《雪》 

《论雷峰塔的倒掉》 杂文 《坟》 

《朝花夕拾》是鲁迅中年时期回忆往事的散文集，其中对于故乡的回忆最多、也

最真切。《朝花夕拾》中，我们认识了讲话总要“点着对方的鼻尖”的阿长、读

书时总会将头“拗过来，拗过去”的寿镜吾先生，走进了他的百草园、三味书屋，

也领略到了乡间集会的热闹……鲁迅的回忆是充满感情的，写作时他心中想 

必也洋溢着快乐和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所以，相比鲁迅的其他作品集，《朝

花夕拾》总能给人一种清新、放松的感觉，虽然也有不少批判的文字，但是调子

却明快很多。例如阿长，虽然有不被鲁迅认同的繁琐礼节，却因《山海经》一事

让鲁迅怀念许久；又如寿镜吾先生，除了读书时候的样子有些迂腐，总体上讲还

是蛮可爱的。读《朝花夕拾》的前几篇，总有一种鲁迅童年好到近乎完美的感觉。

甚至是一些不美好的事情，例如被父亲逼迫背半懂不懂的《鉴略》，也没有被他

刷上多少灰暗的颜色。（批语：故乡的人。总结到位。） 

到外婆家的平桥村小住，同乡下的朋友们乘夜船看戏，《社戏》又铺开了一

幅明快的画卷。在文中，鲁迅不惜笔墨，对江南水乡的夜色有这样的描绘：“……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

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

船尾跑去了……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

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这段描写，体现的不

仅仅是故乡的美丽，更是他身在故乡时候的心境，也是如这风景一般明净而又沉

静吧？几句景物描写，足以流露出他心中对于故乡的美好回忆。类似的景物描写，

在散文诗《雪》和《风筝》中也有不少。（批语：故乡的景。总结到位，详略得

当。） 

甚至是在批判性很强的杂文中，我们也不时能找到提及故乡的语句。这往往

出现在“闲笔”中。例如《论雷峰塔的倒掉》的结尾处，对于吴越乡间吃螃蟹的

趣事就有一段详尽的描写。我觉得这段描写虽是闲笔，但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因为它使得文章有了几分生气和活泼，也多了一些温馨的感觉。（批语：这个发

现很有创意。） 

只是，鲁迅的童年和故乡真的那么美好吗？ 

显然不是。鲁迅很早就离开故乡，故乡给予他的，并非都是温馨的回忆，

其间还有许多不幸与白眼，鲁迅对故乡，始终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复杂情感。（批

语：这是一个好问题，你解答的单薄了一些。从写作的角度说，这时候你要好好

写鲁迅故乡的不好，人们才能形成强烈的疑问啊。） 

但为什么鲁迅的文字中又写满了对故乡的怀念呢？（批语：这个问题提得

非常好！） 

不记得是谁说过，人都是恋旧的。尤其是当生活不如意时，过去记忆中曾经的美

好都会在心中被无形的放大。再回忆过去时，心中是满满的美好、满满的幸福和

满满的怀念。（批语：明明就是我说的，只不过词汇比你这丰富些。）鲁迅笔下的

故乡，并非是他真实的故乡，而是他心中美化过的故乡、也是他理想中的故乡。

故乡记忆中的美好深深植根在他心底，使得他内心深处，有了一个温暖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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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用于寄放这亦真亦幻的故乡。（批语：语言有力量）上表中列出的几篇

文章，写成于 1919—1926年。我们不妨看看，这段时间中，中国和鲁迅个人都

发生了什么。（批语：下面这个表很有研究意识！好极了） 

年份 大背景（国家） 小背景（个人） 作品 

1919 年 辛亥革命在农村影响

小，新文化运动、五

四运动收效甚微 

卖掉故乡老屋，接家

人至北京 

《故乡》 

1922 年 政局不稳，军阀混战 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 《社戏》 

1924 年 国共合作，北伐战争，

两党关系破裂，制造

惨案 

被反复任免教育部干

事，三一八惨案后出

逃，至医院等处避难，

后到厦门 

《论雷峰塔的倒

掉》 

1925 年 《风筝》《雪》 

1926 年 《从》《阿》《五》 

的确，这段时间的鲁迅，是生活在郁闷和彷徨中的。一部分是身体上的颠沛

流离，但更重要的是他内心的痛苦和迷茫。一方面，他看到了现实；另一方面，

他怀念他记忆中的故乡。感觉他被夹杂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迷茫着、彷徨着，一

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或许也正因此，这段时间成了他作品的高产期。有了孤独

感相伴的作品，总会显得沉重与深刻。（批语：这句话本身就很深刻。）写故乡的

文字活泼、明快，不是不批判现实，只是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 

讴歌理想中的故乡，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批语：主要目的可能并不

在此，我们习惯了把鲁迅往这个方向解读而已。）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笔下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多表现出可爱的一

面。从本质上讲，阿长与祥林嫂一样，都是旧时社会中不幸的女性，寿镜吾与孔

乙己一样，都是受四书五经毒害的知识分子。鲁迅也一定为阿长和寿镜吾而痛心，

但是他的痛心，并不是在小说中用辛辣甚至尖刻的笔调勾勾画画，而是用回忆性

的散文，轻轻的道出了他们的可悲。鲁迅心中，对故乡总有一个柔软一些的角落。

（批语：扣题，甚好！但未免牵强，鲁迅也未必时时刻刻动着批判的脑筋，他也

有普通人的感情。） 

所以，我们也能体会出《故乡》中的“我”经历了物是人非的痛苦之后，心

中是何等的悲凉。每次读《故乡》，对结尾部分“我”在船上的心理活动最有感

触。那是从理想一下子坠落到现实，犹如从珠穆朗玛峰顶直接坠入马里亚纳海沟

沟底。【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但是我的确想表达这个意思】（对话：哈哈，你的比

喻很恰当，用这个例子收束论证部分，十分精彩。） 

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心中都有着故乡情结。对于故乡的记忆，

他也会零零散散的收集、拼凑，小心翼翼的塞进心中温暖的小角落。生活 

遇到波折时，他会将这些过往拿出来细细品味，描绘一个理想的故乡，找一

找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所幸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赫然鸿沟，

虽然“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有所谓无”，始终为了理想奋然前行——这种故乡情

结，又何尝不是他坚持创作和斗争的目的。（批语：具有很强的概括力！但还是

未免牵强。） 

【p.s.现在是北京时间 2013年 1 月 1 日 1:00，一边敲电脑，一边看月亮，

感觉很文艺。（对话：每到年关岁尾，人都容易心潮澎湃，抚今追昔，这时候写

点东西顺天应人，往往有得。）选这个题、写这篇文章的所谓“灵感”来自于昨

天看电影之后回到初中与同学、老师聚会。我很早就发现，平心而论，初中时候

的生活有快乐，但也有不快乐；和老师同学欢笑打闹过，也没少拌嘴较劲。可是

上了高中，似乎所有不快乐全不见了，尤其是在受了打击之后，回忆起初中的时

候心中总是很兴奋、很幸福，再见到老师同学成了心中第一盼望的事。（对话：

你意思是说初中好比鲁迅的故乡，高中是黑暗的旧社会，初中虽然也不大好，但

是上高中后就成为你心灵深处温暖的角落了。好吧，我盼你早点上大学，更盼望

三年以后你这感觉更强烈。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由于心中还压着

这篇大报告，居然鬼使神差的想到这里来，一回家就开始不停的查资料，于是就

有了这堆毫无逻辑（对话：不许瞎谦虚！）的废话。历经 2 小时终于写完了。没

有像王婉丽那种想仰天长啸的感觉，但也不想立刻睡觉，只是觉得窗外月色很美、

月光很好（对话：感动。文艺得死去活来！）。】 

总评： 

这篇文章的思路特别好，从人之常情入手写鲁迅的故乡情结，先谈表现—

—看起来很美，再说实际——其实也不怎么美，再分析原因——心灵寄托与文学

美化，非常清楚也非常深刻。尤其难得的是处处讲证据，时时有逻辑，还会列表！

虽然落点放到批判上，我个人认为生硬了一些，但是也勉强能自圆其说。你能写

的这么有感情、有思想，归根结底还在于找到了灵感。灵感这个东西，是时时惦

记一个问题，反复求索而不得，突然放松下来才会偶然出现的稀缺物种。所以，

与其说你初中聚会还想着作文，倒不如说你构思作文时还参加初中聚会，这样一

来，既表现了你刻苦学习，又显得我不是很不人道。还有，把学习贯穿到你生活

的每个角落，这可能就是初高中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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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性学习纳入学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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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成果示例2015届29名学生 

 1.在《光明日报》《北青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基础教育研究》《萌芽》

《小说月刊》发表作品37篇。 

 2.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鉴赏文章、小说集140万字，待出版作品140万字。 

 3.有12位同学在自主招生中凭借专题学习成果获得大学认定。 

 4.有9位同学考入北大、清华、复旦、北师大中文系或人文实验班。 

 5.有13位同学大一期间借鉴专题学习方法开展学术研究或发表论文。 

 6.有25位同学与教师建立长期联系，咨询学业问题。 
教
育
部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课
程
标
准
国
家
级
示
范
培
训

主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司

承
办
单
位
：
教
育
部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教
材
发
展
中
心

中
国

 · 北
京



三、语文专题教学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整体学习 

学习者是整体；学习者的官能是整体；学习对象既

信息包裹在它赖以依托的情境之中，对具体信息进

行意义建构时，须将其纳入整体情境之下。 

任务学习 

以任务为驱动，通过高质量和恰当时机的任务，使学习者明

确目标和方向，维持兴趣和热情，迎接困难和挑战，获得体

验和反省，形成成果和痕迹。 

深度学习 

立足于学生内在的思维发展，通过典型学习内容的选取、

问题处置方式的转变，在不断探求事物背后的本质和规

律过程中提升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 

个性学习 

尊重学生个性差异，保障学习者的民主权利：有提出自己真

实问题的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机会，选择感兴趣

的学习内容，采取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根据自身水平调整

学习进度，用擅长的方式展示学习结果，得到教师个性化的

指导，得到不同主体、不同视角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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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 

典型性 

实践性 

探究性 

协同性 

表现性 

核心
素养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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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角色的转型 

Textbook Exptert 

课程设计师 

教练和裁判 学术总顾问 

伙伴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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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养教学的要义之一是“教学即研究”，要改变过去那种“粗加

工”、“大规模”、追求高效、缺乏创造的班级授课制教学，师生合作

研究学科和生活。教师要研究学生的思想，把教学转变为学生研究，并

且帮助学生做研究。最终将专业人员（数学家、科学家、画家、歌唱家、哲学家、文学

家……；有创造性的工程师、医生、企业家、工人、农民、商人…）的研究方式，转化为教学

与学习方式。 

——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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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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