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

核心素养已成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理念之

一。 在高中文言文大单元教学中，如何有

效地融入核心素养，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养， 是当前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因此， 本文旨在探讨在核心素养背景下，

如何针对高中文言文大单元进行教学，以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素养。通过对

现有文献的综述和分析，结合实际教学经

验， 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教学策略，

旨在为高中文言文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

供参考和借鉴。

一、 核心素养背景下大单元教学的

作用

在当今教育领域， 核心素养教育已

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这一

背景下，大单元教学作为高中文言文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

知识技能、学习方法、思维能力、情感态度

等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

一

)

提升语言素养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 将一定范围内

的知识内容整合为一个完整的教学单元

进行教学即大单元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

的语言素养。 首先，通过高中文言文大单

元教学，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文言文的语

法、词汇等基础知识，从而提高其语言运

用能力。 其次，大单元教学注重知识的渗

透性和联系性，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语

言思维方式，培养其语言表达能力。此外，

大单元教学还可以通过大量的语境营造，

帮助学生理解文言文的含义和语境，提高

其阅读理解能力。 因此，高中文言文大单

元教学在提升学生语言素养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二）弘扬文化传承

除了提升语言素养外， 高中文言文

大单元教学还有助于弘扬文化传承。文言

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教学

不仅是语言学习，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弘扬。 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大单元

教学可以通过选取经典文言文作品，深入

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了解中国

古代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 通过对经典

文言文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提升语言素

养，更能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增强文化自信心。因此，高中文言文大

单元教学在弘扬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三）培养综合素养

此外， 高中文言文大单元教学还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大单

元教学中， 教师不仅注重学生的语言

学习， 还会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的思

考和分析， 培养其综合运用语言知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课堂讨论、作文

写作等形式， 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言

表达能力，还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创

新能力等综合素养。 因此，高中文言文

大单元教学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 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文言文传

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 传统教学模式引导性不足

传统文言文教育模式惯常侧重于

吟咏 、诠释与机械记忆 ，却忽略了学生

在多方面的语言应用技能养成， 学生

们往往只停留在对古文课本的表面解

读，没有深入挖掘其深层含义、历史底

蕴以及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 这样

的教学方法导致引导性不强导致学生

们对古典文学的兴趣缺乏 ， 进而影响

了学习成效。

（二）学生学习动机不足

由于古代汉语的晦涩与复杂， 众多

学子觉得难以把握并将其融入现代生活，

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缺少热情与动力，他

们常常把学习古典文献看作是应对考试

的一个环节，而非真正领略语言艺术的深

层意义和感受。

（三）教学资源匮乏

与现代文学作品相比， 古代文言文

的教育素材显得较为稀缺，面对学生对丰

富多元、 贴近实际的教材资源的迫切呼

唤，古典文言文的教辅材料却仍旧步履蹒

跚，迭代迟缓，同时，没有针对性的教育资

源也制约了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上的自由

发挥和深入探究。

（四）评价体系不合理

当下的古典文献教育评估机制过分

注重对学生的基础语言知识，如语法与词

汇的考核，却忽略了他们在文言文理解力

及文化认知上的培育，由此可见，在学习

古文方面，孩子们的自发性和进取心往往

未能得到充分的激励和增强。

三、 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文言文大

单元教学策略

在核心素养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

中文言文大单元的教学需要突破传统模

式，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实践能力

的提升。本部分将针对核心素养背景下的

高中文言文教学，提出一系列策略，并结

合《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

侍坐》和《庄子》中的《庖丁解牛》两个经

典案例进行阐述和举例说明。

（一）引导性问题导向教学

以大单元为模块

,

以提问的方式开

展， 以提出开放和引导性的问题为关键，

促使学生积极投身于课堂的交流与思考，

点燃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引导性问题

导向教学模式区别于老师一统天下、学生

洗耳恭听的旧模式，以提问为驱动的教学

法着眼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与投入度，重

视学生在探求、 揭晓和应对挑战的征途

中， 塑造辩证思考和革新理念的技能，以

此助力他们在学业和品德修养上取得更

佳成绩，实现全面发展。 在推行引导性问

题导向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须针对文言

文课程文本及学生个性定制一系列具有

启发性和指向性的疑问，目的是激发学生

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交流，这些问题应当

能启发学生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深入理解

和剖析文言文文本。 同时，教师需要精心

编排课程内容和营造适宜的教室环境，打

造一个踊跃、包容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

主动表达观点和相互交流的欲望，推动他

们思维的火花碰撞与知识的共享交流。同

时，采用引导性问题导向的教学法，通过

设疑引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能显著增进学

生的学习成效和全面提升学生个人素质，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求新知的

动力，进而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参与

的精神状态。

（二）多媒体辅助教学

充分挖掘并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的

优势，为高中文言文大单元教学注入新的

活力，拓展其教学方式和内涵，利用涵盖

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多媒体资

料，生动展现古代传统、文化深度以及现

代社会的实际应用情境，以此点燃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对未知的探索欲，以《庄子》经

典故事“庖丁解牛”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展

示相关图片和视频，使学生更直观地领悟

到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深远意义。

（三）跨学科融合教学

对文言文文本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

融合，拓宽学生的知识边界，深化学生的

思维深度。 在解读《论语》中的精华部分

时，可融入历史、哲学等多学科知识，指导

学生把握时代背景与思想潮流。这种跨越

学科的融合不仅能够点燃学生们的学习

热情，更能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多元思考的

种子。

（四）实践性教学活动

通过高中文言文大单元教学法让学

生进行实际操作，能进一步增强学生对高

中文言文文本的领会和运用能力。 围绕

《庄子》的《庖丁解牛》篇章 ，通过组织学

生开展集体讨论、扮演不同角色、进行创

意写作等互动性强的活动，引导他们在实

际操作中深入领悟庄子的思维方式和哲

学理念，进而加强他们阅读古代文献的能

力以及逻辑思考和辩证分析的技巧。

（五）实践案例引导

在高中阶段，围绕核心素养，对文言

文进行整合性大单元教学， 需运用多种、

灵活、创新的案例引导，以此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和综合能力，借助一系列具体措

施的落地生根，有望引领学生们在古典文

学的海洋中深耕细作，把握精髓。 如能以

现实生活中的案例为纽带，辅以高中文言

文大单元教学，让学生们深入探究文言文

文本中所蕴含的哲理与智谋，让学生剖析

当今社会中的各类人物、纷繁事件和独特

现象，并将之与《论语》《庄子》中的珠玉

文段相提并论，如此一来，学生便能透彻

领悟古文中的深邃内涵及其所蕴含的时

代光泽。

面对“三新 ”考验，深入剖析高中阶

段文言文大单元教学在培育学生核心素

养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困境，我们明显

感受到了旧有教学方法论的束缚与现代

教育环境之间的不协调。 与此相反，在核

心素养背景下，以关键能力为导向，对高

中文言文进行系统性大单元教学，比如以

问题引导的教学、 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学科间的融合教学、 实践性教学活动、个

性化学习辅导以及以实践案例为引导等

方法， 都有助于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提

升他们的学习成效和各方面素质。

（作者单位：四川省大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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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

高中文言文大单元教学策略探究

□

郑云飞

最近， 我有幸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柴之芳老师赞助的“核化青年英才奖”

颁奖会议，听了他的讲话后，深受启发。之

前，曾听过他的讲座、阅读过他的学术研

究和科普资料，一直特别敬佩他身上体现

出的新时代科学家的精神品质。

柴之芳是中科院院士， 长期致力于

核技术和核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发展，组织

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 重点项目研究，获

得我国“环境化学终身成就奖”、国际放射

分析化学和核化学领域的最高奖。“核化

青年英才奖”是由柴之芳院士赞助的对相

关大学在核科学与技术专业有创新成果

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奖励的项目。通过

参加“核化青年英才奖”的评选系列活动，

在柴之芳院士身上感受到科学家精神的

风貌。

科研报国

柴之芳院士曾在美国、法国、荷兰 、

日本等国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过，最终

选择回国致力于核技术和核分析领域的

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到相关交叉学科

中，为我国化学与核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柴之芳院士虽然年事已高，但

仍然活跃在科研和传道授业解惑领域。除

担任苏州大学辐射医学和放射防护学院

院长外， 为了加快核科学技术的推广，他

积极组织科普讲座，在光明网等国家主流

媒体、科研机构的专业网站、科普融媒体

都能看到他的讲座。他的讲座能把深奥难

懂的科学原理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生

在“辐”中不知“辐射”》等深受人们的

喜爱。

创新求实

柴之芳院士在科研领域， 围绕国家

的战略重点和难题，带领团队，刻苦攻坚，

在重要元素的分子———中子活化发展分

析、金属组学、环境毒理学、纳米安全性等

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获得全国科学

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科院自

然科学一等奖等奖项。他特别注重国情和

前沿学术的结合，在他的《院士谈———核

技术的新地平线》更是引人注目。 在讲到

核技术特点时，他说：“核技术首先是科学

的技术化和技术的科学化，不能一说技术

就说做一个产品，必须要懂得里面的科学

是什么；同时做科学的如果仅仅是发表优

秀的论文，也是不够的，一定要想办法做

到成果转化”。 这么简单几句话不仅把核

技术的特点讲透了，同时还对研究和应用

两端存在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讲到核产业

应用方面，他对国内外核技术研究和应用

进展、核产业对

GTP

的贡献、大型科研装

置等最新的成果都是脱口而出，对哪个科

研机构、大学研究哪些重点课题、有了哪

些进展都能娓娓道来。

交叉协同

柴之芳院士致力于核技术方法学和

同位素示踪研究，并将其应用于生物环境

医学诊疗等交叉学科中，不仅体现了自主

创新的理念和成果，同时表现了他在学科

交叉方面的思想和成就。他积极倡导理学

学科要运用文科的思维方式辩证看问题，

撰写的《化学家要向物理学家学习什么》，

同时，提出“物理学家要向化学家学习什

么？ ”等课题，为我们在学习中打开了思

路。 他积极倡导在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

上， 科研人员要发扬甘于奉献的精神，主

动献计献策，积极协同，努力攻关，把各自

的优势发挥出来，贡献到祖国重点科技攻

关当中。

重视育人

柴院士不仅在苏州大学专注培育辐射医

学和辐射防护专业的学生，同时经常受邀

到外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讲学和科普。某外

国核事件发生后，柴之芳院士率先发表了

专题文章，用浅显通俗的话语，讲述了其

危害，提出防范化解措施。 柴之芳院士为

了鼓励重点大学培养高质量的核科学专

业人才，在多所学校设立奖学金，鼓励高

校教师和学生在加强基础学科教学和学

习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学科前沿的科研和

创新活动，提升科研能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60

周年，我们青年学

生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弘扬钱学森、 孙家栋等在我国

核科学与技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精神， 学习新时代核科学领域的李政道、

柴之芳、 夏佳文等院士的科学家精神，用

科学家精神不断轰击自己， 让自己在各门

专业课学习上不断产生新的动力； 要和同

学们一起产生“聚变”，努力学习，团结协

作，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甘肃省兰州大学核科学与

技术学院）

学习弘扬科学家精神 做新时代勇担当青年

□

师诚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