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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体教学就是以一个单元

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单位，从整体

出发，统筹安排，对单元教学内容进

行有机整合，形成互相联系的教学

整体。它既有利于提高语文课堂效

率，又能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

它改变了以往单篇教学的各自为

政、单打独斗，形成了合力，集中优

势突破单元教学目标，实现了“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单元整体教学要想实现最优

化，需要在一个“整”字上下功夫。

规划设计上着眼“整体”

单元教学目标要明确。要进行

单元整体教学，首先要明确这个单

元的主要教学目标。主要教学目

标怎么确定，贵在看单元导语中的

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教师要读

懂语文要素。语文要素的表述高

度凝练，首先要注意其中的关键词

语，如“试着”“尝试”“初步”“简单”

“学写”等，一定要准确把握，不要

错位，也不要越位。其次要注意前

后勾连，弄清这个语文要素在序列

中的地位，如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

的语文要素之一是“阅读时能从所

读的内容想开去”，与三、四年级的

“试着一边读一边想象画面”“边读

边想象画面，感受自然之美”的要

求相比，本单元的提升点在于不仅

要通过想象还原画面，还要抓住

“联想点”想开去，感悟作者表达的

思想感情。再次要结合“交流平

台”对这个单元语文要素的分析，

真正读懂这个单元的语文要素，如

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结合“交流平

台”，知道了“阅读时能从所读的内

容想开去”主要有三个要义：一是打

开想象，将所读内容还原成画面，能

身临其境地阅读体验；二是由所读

内容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验，与作

者的感受产生共鸣；三是由此及彼，

由课文的内容产生相似的联想。只

有真正读懂语文要素，单元教学才

能不会越位和错位。语文要素读懂

了，再结合课标的阶段要求，以及本

单元的习作、口语交际、语文园地、

课文等的理解，确定本单元总的教

学目标。

教学内容和特点要熟知。单元

教学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这个单元

的课文、习题、语文园地、习作等教

学才能落实。单元内每篇课文、每

个板块的教学是有梯度的，不是重

复的教学和训练，要根据课文、板块

的特点制定精准的小目标，教学的

重点也应该有所不同。如六年级上

册第一单元的语文要素是“阅读时

能从所读的内容想开去”。教学时

应根据课文表达的特点，引导学生

从不同角度想开去。老舍的《草

原》“即景生情”，要引导学生从课

文中的“景语”想开去，将其还原成

画面，体悟作者是如何运用恰当的

修辞将“景语”与“情语”统一在一

起的，还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进行移情。《丁香结》“融情于景”，

需要联系诗词中带有“丁香结”意

象的诗句来反观作者对丁香结的

描写以及豁达的人生态度，引导学

生联系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理解作

者的人生感悟，与作者产生共鸣，

进而从作者的人生感悟想开去，从

文中的“我”读到生活中的“我”，读

到身边的人，还可以由丁香结联想

到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学

习《古诗三首》，感受诗人“借景生

情”，从描绘的画面、独特的意境、

创作的背景、课文的插图等想开

去。《花之歌》为略读课文，想象奇

特，在充分学习本单元课文的基础

上应该让学生迁移运用联想策略

自主阅读。依据单元导语中语文

要素的大目标，结合课文、板块的

特点制定精准的小目标，这样教学

才能一步步落实单元大目标。

单元教学流程要设计。明确了

单元教学大目标，熟知了课文等教

学内容，就要设计本单元的教学流

程。既然是单元整体教学，就不能

像往常那样一课一课地独立教，而

要注意教学内容的整合。首先，引

导学生了解单元导语，单元导语不

仅教师要读懂，学生也要读懂，开始

读不懂不要紧，随着学习的深入，会

慢慢理解。然后要让学生按照单元

预习单预习课文等内容。接着根据

学生的预习情况，组织学生讨论交

流，深化学生的理解。其次，引导学

生拓展阅读和本单元主题、要素等

相似的几篇文章，巩固、深化学生对

本单元语文要素的理解。最后，引

导学生综合运用，包括口语交际、习

作等语文实践。

教学内容上注意“整合”

课文与“交流平台”的整合。交

流平台一般是对本单元语文要素进

行的归纳梳理。它虽然在“语文园

地”板块，但教学时要与课文的教学

进行整合，因为课文的教学主要是

落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在进行课

文教学时，一定要联系后面的“交流

平台”。当然，这不是说在课文教学

时，一定要让学生打开书中的“交流

平台”进行学习，而是在课文教学中

很自然地渗透“交流平台”的教学。

如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语文园

地”主要讲了“想开去”的两种新方

法：一是可以联系自己生活经验想

开去；二是从课文内容联想到更

多。教学《草原》时，当学生读到“在

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时，

可以问学生：读了这句话你想到了

哪句诗。学生说是“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时教师可

以对学生说：读书时，要从所读内容

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内容。当学生读

到课文最后“我们”与蒙古族人们惜

别时，可以问学生：在生活中你有没

有与亲人、同学等分别的场面，当时

的情感怎样。当学生说出自己的感

受时，告诉学生：读书联想到生活实

际，可以帮助你体会理解。这就是

在课文教学中自然而然地与“交流

平台”进行整合。

课文与词句段运用的整合。词

句段运用的教学不能仅在“语文园

地”中进行，还应该随课文教学进

行，把词句段运用的训练渗透在平

时的课堂教学中。在教学中，教师

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内容，也要引

导学生体会表达方法；不仅要引导

学生体会表达方法，也要引导学生

运用这些好的表达方法。在运用

中加深理解，迁移能力。如六年级

上册第一单元“语文园地”中的词

句段运用主要是两项：一是体会排

比句的好处，二是体会分号的用

法。教学这一单元时，首先要看看

这个单元的“语文园地”中的词句

段运用是什么内容，做到心中有

数，然后在进行课文教学时，要有

意识进行这些词句段的运用。如

在《花之歌》中，就有很多排比句和

分号的使用：“我是诸元素之女：冬

将我孕育，春使我开放，夏让我成

长，秋令我昏昏睡去”“我是亲友之

间交往的礼品，我是婚礼的冠冕，

我是生者赠予死者最后的祭献”

“我在原野上摇曳，使原野风光更

加旖旎；我在清风中呼吸，使清风

芬芳馥郁”“我微睡时，黑夜星空的

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察看；我

醒来时，白昼的那只硕大无朋的独

眼向我凝视”。在教学这节课时，

就要引导学生体会这些句子的表

达效果，并引导学生在写作中运用

排比和分号，可以是仿写，也可以

是创造。到了“语文园地”的“词句

段运用”教学时，就算是一种复习、

巩固和拓展了。

课文与课文的整合。单元整

体教学要打破过去那种一课一课

地教学、一段一段地分析的“单兵

作战”模式，要注意课文与课文之

间的整合教学。学生课前已经把

整个单元的课文都预习过了，这就

给课文整合教学提供了基础。课

文整合教学更多时候就是一种比

较阅读，把课文放在一起对比，让

学生找出他们的共性和个性。这

也是一种高阶思维的训练，不再拘

泥于一些细枝末节，不再搞那种支

离破碎的烦琐分析。教师一定要

设计几个有质量的“主问题”，让学

生带着主问题进行阅读思考，然后

讨论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顺带着

解决一些问题。如六年级下册第

一单元的《北京的春节》《腊八粥》

整合教学中，可以设计主问题“同

是写风俗，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

方，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学生经过

讨论，知道了相同在“都注意了详

略得当，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不

同在于《北京的春节》着眼于整座

城，着眼于面的描写，而《腊八粥》着

眼于一个家庭、一个人，着眼于点的

描写。这告诉我们，写风俗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去写。

课文与口语交际、习作的整

合。在进行课文教学的时候，一定

要 联 系 本 单 元 的 口 语 交 际 和 习

作。课文的学习不仅要理解内容，

而且要理解表达，学习课文的表达

方法，因为语文说到底是一门学习

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如六年级

下册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民风民

俗”，几篇课文都是讲不同民族、不

同地区民风民俗的，后面的习作也

要求学生写自己家乡的风俗。可

以说，前面几篇课文就是学生学习

习作的范文，我们在进行课文教学

时，一定要引导学生注意作者是怎

样写风俗的。如《北京的春节》按

时间顺序，重点写了腊八、腊月二

十三、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

四个春节气氛浓厚的节点，其他日

子一带而过。这样安排详略得当，

主次分明，不仅让学生感受到了风

俗怎么写，而且提醒学生写风俗时

要详略得当，不要面面俱到，要突

出重点。

课堂建模上加强“整形”

课文预习课。课文预习课主要

是学生根据老师设计的单元预习单

进行预习。单元预习单上主要有这

些内容：一是单元学习目标，让学生

明白这个单元学习的主要目标；二

是“我会读”，列出课文中容易读错

的字让学生注音，并要求学生把课

文读正确、读流利；三是“我会写”，

主要是提醒学生注意课文中容易写

错的字，并进行一些形近字组词；四

是“我会概括文意”，让学生用几句

话概括一下课文大意，使学生对课

文有整体的感知；五是“我会问”，让

学生提出几个自己阅读中产生的问

题；六是“我会思”，主要是让学生思

考一些课文后面的问题。课文预习

课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

养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让学生成

为真正的学习主人。课文预习课一

般用一课时，让学生在课上预习，让

预习看得见，预习的质量得到了保

证。

讨论交流课。讨论交流课主要

是教师根据单元内课文设计几个有

质量的思考题，先让学生阅读思考，

然后同桌或者小组讨论，再大组交

流。对学生经过合作还不能形成完

整、正确、深刻答案的，教师可用多

种方法启发学生。我们常说“不愤

不启，不悱不发”，到了学生想说又

说不清、想弄明白又不明白的时候，

教师只需要稍加点拨，学生便会恍

然大悟，心领神会。讨论交流课一

般用两课时左右。

拓展阅读课。统编教材提倡

“1+X”教学模式，就是读完一篇课

文最好再引导学生读几篇具有相

同主题、体裁和要素的课文，以便

巩固、加深对主题或者语文要素的

理解。在学完了单元内的课文后，

利用一课时让学生拓展阅读几篇

相关文章，主要是设计几个问题，

让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讨论交流。

如学完了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

的几篇课文，可以让学生再阅读

《爱之链》《窗》等小说，让学生进一

步认识到阅读小说要从环境、情

节、人物等方面去思考。

综合运用课。这里的综合运用

课主要是用两课时左右，对单元内

的小练笔、口语交际、习作进行综合

训练和运用。如六年级上册第六单

元的综合运用课，可以先围绕“放鞭

炮烟花的坏处与好处”这个主题让

学生写一段话，然后进行“意见不同

怎么办”的口语交际，最后进行“学

写倡议书”的习作指导。这三个环

节其实是有关联的，前一步都是后

一步的基础，既体现了运用的逻辑

性，又体现了运用的综合性。

教后反思上落实“整理”

基础知识整理。一个单元学完

了，要引导学生对单元知识进行梳

理归类，如“容易读错的字音”“容易

写错的生词”“需要理解的新词”“需

要积累的好词好句”“人物形象”“从

课文中受到的启发”“主要情节”等

方面。

学习方法整理。教师不仅要引

导学生整理单元知识，也要引导学

生整理学习方法或者语文要素。如

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可以引导

学生整理读小说的方法；可以引导

学生整理“环境描写”的作用，如渲

染一种气氛，衬托人物品质，为下文

描写埋下伏笔等；可以引导学生整

理“心理描写的方法”，如“内心独白

法”“梦幻法”“环境、动作、神态等衬

托法”“写感受法”等。最好引导学

生运用思维导图对本单元的语文要

素或者具体方法进行整体梳理，这

样看起来更一目了然。

单元整体教学一定要在“整”

字上下功夫。它对语文教师的要

求是“更上一层楼”。只有高屋建

瓴、总揽全局，才能在语文教学中

“决胜千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新

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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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年版）》强调“把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落在具体教育教

学活动中”。2021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一起重新

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

的社会契约》，在展望2050年时

提出的四项原则之一是：我们应

当把团结、同情心、道德和同理

心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学习方

式中。由此可见，国际教育同样

强调要将道德教育渗透于教育

教学的全时空与全过程。

那么，如何以立德树人为

纲推进教学呢？

首先要关注课程育人。一

线教师要充分挖掘各学科内容

中蕴含的丰富育人价值。我曾

观摩过《丑小鸭》一文的教学，其

中一个环节是让学生想象其他

动物是怎么欺侮丑小鸭的。学

生七嘴八舌说出了很多方法，

“公鸡将丑小鸭的毛一根根拔下

来”“其他的鸭子怎么叼着石头

砸它”……老师和学生都为这些

“创意”而喝彩。我却隐约感到

有些“怪异”——其实，《丑小鸭》

中描写丑小鸭受到欺侮，更多是

要引导阅读者感同身受体会它

的痛苦，是要培育学生的同情

心。上述的教学看似热闹，却无

意间宣扬了暴力。这样的教学设计显然是值

得商榷的。

记得特级教师于漪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她中学时代学《陈情表》时老师讲到了“茕茕

孑立”的“茕”字，一边板书一边说：“茕”的读

音和“贫穷”的“穷”一样，字形下半部分这里

是一竖，不是一撇。再穷，脊梁骨要硬，要挺

得直！当年老师的这番话让于漪记了一辈

子。老师教的不仅是字音字形，同时还有做

人的道理。

这就是“教学的教育性”“教学的道德性”

的生动体现。正如杜威所说的“道德目的应

当普遍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

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

学”。语文教学要善于提炼课程中的育人元

素，谨防教学中可能产生的道德“副作用”。

其次，日常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行为要以德

育人。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郑玉贞曾借班执教《转换叙述视角，创造性复述》

一课，学生对于转换叙述视角的要点及操作都

领悟得非常好。课的最后，她想请一位学生来

复述，结果这位学生一开口，她就内心咯噔一下，

那个学生口吃，讲得结结巴巴。但是，她非常耐

心地听到了最后。学生复述完，郑玉贞及全体

学生自发送上了鼓励的掌声。参与听课的老师

对此大加赞赏。我想，正是因为平时这位学生

受到了关爱和支持，他才会有勇气举手，并有勇

气结结巴巴地讲完。

道德是在“关心、关爱、关切、关怀”中不

断生长的。对于教师而言，每一堂课都是在

用智慧培养智慧，用同情培养同情，用善良培

养善良，用道德培养道德。

最后，关注课堂上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否

合乎道德。教师要通过示范引导学生养成富

有同理心和互助感的“同学文化”。

在一年级的数学课堂上，一位温和的老师

出示了一个学习任务，让学生先独立学习然后

同桌交流。老师微笑地请一位小男生起来分

享，小男生怯怯地站起来，好一会儿说不出话

来，老师和小朋友安静地等待着，同桌的小女

生小手贴着小男生的后背，轻轻地拍着，像大

人一样轻声安抚着“你可以的，说呀”……渐渐

地，小男生开始自信地开口发言……听课的家

长看在眼里，那一刻被暖到了，自发响起了掌

声。立德树人不是空泛的，当我们用心去感

受、体会并实践时就会发现，课堂中的一言一

行、师生的一呼一吸都内含着道德的意蕴。

法国教育家卢梭在《爱弥尔论教育》中

说，趁早给你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一道围墙，

别人可以画出这道围墙的范围，但是你应当

给它安上栅栏。我以为，立德树人就是给孩

子的一生安上了精神庇护的“栅栏”。课堂教

学的灵魂就是引导学生锻铸自己的灵魂——

而灵魂的核心一定是围绕道德教育展开的。

正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教育及课

堂教学为生命奠基，为立德树人奠基。生命

的基石、道德的基石就是那块散发出人性香

味与灵魂光泽的通灵宝玉。在生命间的彼此

敞亮与对话中，我们的内心更淳厚；在心灵间

的相互映照与光耀下，我们的眼眸更明净灵

透；在彼此的体谅与爱赏中，人生中最为美好

的活性因子变得更具活力。”

（作者系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