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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诗词教学是语文教育重要的一环。本文运用系统思维，结合新课标要求，从单元学习任务、教学内容、

评价方式等角度整体设计单元内容。试图探讨系统思维理论下对高中古诗词课堂中的具体应用，拟一探

该教学模式的具体方法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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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ducation. This paper uses syste-
matic thinking and combin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o design the unit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it learning tasks, teaching conten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trying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system thinking in the classroom of an-
cient poetry in high school, and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methods or strategies of this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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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系统思维强调运用系统观点，立足全局，整体把握彼此联系的客观事物，灵活处理面临的客观现实

中的问题。它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完整的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都需要统筹安排，以实现预期的目的。 
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三单元是以“生命的诗意”为主题，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同体式的

诗词名作，教师只有进行课程整合，有效增删教材资料，积极利用广泛的网络资源，筛选与本单元相关

的最新学习资料，才能整体构建单元体系。学习任务群的情境任务设计，有助于教师培养创造思维，打

破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因此教师在设计单元学习任务时，将古诗词和现实中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既能

体现 21 世纪实践活动的号召力，又能体现古诗词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内在情韵，使古诗词教学

更有趣味性。凸显“生命的诗意”主题，整体设计，统筹安排，体现层次性和差异性。 

2. 基于情境设置学习任务 

由于知识应用和产生方式的不同，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高考评价体系》中明确将情境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生活实践情境”，与日常生活以及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

现象、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的能力。第二类是“学习探索情境”，源于真实的研究过程或实际的探索

过程，涵盖学习探索与科学探究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1]。 
高中古诗词单元教学应依据最新的高考考查内容和要求，设计具体的情境任务，驱动学生实现单元

学习目标，让他们无论在面临生活实践情境，还是在面临学习探索问题情境时，都可以形成正确的思想

价值观，综合运用学科相关知识，积极使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并且可以

做到真实解决问题。因此在针对古诗词教学设计情境时要注意学生的主体性和语言的诗意性。 
(一) 以学生为中心设计生活实践情境 
语文课堂的创新关键在于语文教师能否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和发布有效的驱动型任务，而不是仅仅

局限在知识体系的重构过程。如何真正实现育人的核心目标，如何让学生真正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这就

需要教师想方设法地调动学生的探索欲望。作为教师，我们需要创设一个生活化的真实情境来构建整个

单元体系，让学生在情境中完成整个单元的学习任务，比如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三单元“生

命的诗意”整合学习中，设置如下大单元情境任务： 
五千载华夏文明经久不衰，风起云涌，吾泱泱大国自强不息，以傲然之态挺立于世。才贤辈出，群

星璀璨，今朝华诞，吾辈青年何其有幸，得以炎黄之名，必将传承古典诗词，寻找文化基因。 

今我校高一年级文化栏要以“生命的诗意”为主题，广泛征集优秀作品。请同学们借助“魏晋风骨”

“大唐繁歌”“宋词情韵”板块，推荐历史文化名人，尝试创作诗歌、撰写文学评论，设计出版面大方、

作品优秀的专栏，角逐“文曲星”的荣誉称号。 
如此设计，学生们既可以体验有趣的学习活动，又可以建构新的知识意义体系。通过情境体验、真

实探究的动脑过程打开学生思维，产生对事物的本质的兴趣，学会真实探究，实现教育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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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诗意语言描述学习探索情境 
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只有营造出具体的文学情境，才能更好地引人入胜，做到真正让学生感

知诗词的美感[2]。诗歌是“一切艺术中最崇高、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此相对应的，教师的课堂语言

也必须做到典雅优美，令在场众人在不知不觉中便能走进诗词的意境。学生的审美熏陶不仅来自古诗词

本身的艺术境界，更有大量教学语言的造境之功。如在《短歌行》《归园田居》的学习中，用诗意语言

创设美轮美奂的学习探索情境，设计学习任务： 
皓月当空，江水浩荡，曹孟德对酒当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明月皎皎啊，君心长往，鹿鸣呦

呦呵，谁来与君共谋天下。躬耕田园，静望南山，五柳先生欢喜“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飞鸟相

伴，东篱遍菊花，无世俗陈杂相扰。 

《短歌行》《归园田居》展示了两种人生态度，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怎样生活？请你认真研读文本，结合

诗人生平及创作背景，从意象、手法、情感等不同角度对诗歌进行赏析，体悟诗人在诗中寄托的情怀与志向。 
这般设计，学生们通过学习探索情境，可以增进自己对现实生活和文学形象的感受与理解，同时提

升学生自身的审美能力，真实做到感知诗歌的美感。 

3. 围绕主题安排教学内容 

教师在针对该单元古诗词教学时，须以共同的主题组织单元教学，让学生浸润在主题思维下，进行

比较阅读，提高他们聚焦信息、整合信息、简单推论、复杂推论、鉴赏评价的能力。 
(一) 精选单元学习资源 
以“生命的诗意”为主题进行古诗词单元整合，感知先贤睿智的思想，体会他们的社会担当和家国

情怀，体味多元丰富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在挖掘文本资源时可以将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

三单元分成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将《短歌行》《归园田居》整合，同时精选曹操诗歌《蒿里行》和陶渊明诗歌《读山海

经》，糅合《三国演义》中的曹刘煮酒论英雄情节；第二部分可以将《梦游天姥吟留别》《登高》整合，

同时精选《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三部分将《定风波》《念奴娇·赤壁

怀古》《黄州突围》整合，同时精选苏轼有关美食的诗词语言，丰富诗人形象。第四部分将《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声声慢》两首宋词整合，鉴赏豪放词与婉约词两种派别风格。 
将诗歌分为不同部分后，再以“生命的诗意”为主题重新整合资源，可以有效开阔学生视野，为学生提

供开放的学习空间，更全面地了解文学作品，聆听生命的真谛，体悟不同的人生抉择，探究生命的释放姿态。 
(二) 优化课堂组织结构 
在课型设置和教学目标上，教师可以分别从单元导读课、文本探究课和成果展示课入手，要求学生

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单，可以这样设计(见表 1)： 
 
Table 1. Classroom learning task list 
表 1. 课堂学习任务单 

课型 
设置 教学目标 

单元导

读课 

1) 明确单元的学习规划，单元目标、所学课文、计划课时以及具体情境任务。阅读教师准备好的资料，做

到对所学单元有初步的整体认知。 
2) 自主学习，学生从老师提供的学习资源中选择确定自己或小组最感兴趣的资料进行阅读，收集有用的信

息，为自己的学习专栏设计文稿或图稿做好资源的储备。为喜欢的诗人制作生平卡，可以配上图片，搜集

与具体古诗词相切合的音乐，形成个性化创意。 
3) 学生通过对整个单元的整体预习过程，形成对古诗词的跨时代认知，感受生命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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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文本探

究课 

1) 吟诵涵泳，带着对自我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和对理想的追求，感知作品的意象，体悟诗人的情感。 
2) 从意象、手法、语言、情感等不同角度对诗歌进行赏析，体悟诗人在诗中寄托的情怀与志向，分条归纳

诗人的情感态度和人生选择，比较其异同，为完成单元任务文学短评作铺垫。 

成果展

示课 

1) 利用教室的多媒体录制歌曲，将现代说唱音乐与古典诗词相结合，展示出青春洋溢新生代的创作力。 
2) 尝试仿写、创作诗歌，进行韵脚训练，可以一起比较歌词和诗词的韵脚，进行现场作词的小游戏，出示

上联巧对下联，让学生喜欢上创作。 
3) 加深对生命诗意的认知与思考，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表现出来，展示风采。 
4) 小组内分享交流自己的作品，合作探究，完成修改和完善；进而推选小组文曲星，在班级内参与评选。 

4. 评价方式主体多元 

学习评价是以一定的标准为基本依据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对象实施的评价活动，它对评价对象即学

生的学习活动起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3]。 
(一) 自我评价，梳理知识 
学生的自我评价可以以任务单的形式呈现，在任务单的设计上可以尝试从这三方面入手：首先要求

学生请结合所学知识，自主总结古诗词的鉴赏方法；接着是让学生进行总结，可以让他们在学完本单元，

结合具体诗句，总结陶渊明、曹操、李白、杜甫、苏轼等的诗词风格；最后是让学生进行反思，可以对

他们提出符合单元目标的问题，如“在学完本单元，结合你对诗词的阅读经验，你获得了哪些人生智慧？

这些智慧，在当代有什么现实意义？” 
从学生的主体地位出发，学生的自我评价有利于引导学生进一步发掘自己的主体地位，学生主体作

用的发挥有利于提高教学双方的活动效率。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自我评价，将学生自我评价的焦点聚集于

学习过程，使自我评价获得更有价值的评价内容[4]。积极进行自我评价，评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及时

梳理所学的古诗词鉴赏知识。尤其借助自我评价与反思表格，使学生对自己的古诗词学习过程进行有效

调控，形成自己的古诗词审美鉴赏经验，有目的、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 
(二) 小组互评，合作探究 
在了解“生命的诗意”这一过程中，学生实际上就是在系统思维理论下进行一种信息的输入。这些

信息进入到学生大脑后，个人会对信息进行解释和选择，并逐渐建构自己的知识。每个人对于知识的构

建都是主动的、多元化的。为了能让学生们更好地去领悟生命的诗意，探究和体验诗歌之美，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小组讨论。 
在古诗词课堂上，教师合理分配小组，为小组提供良好的讨论环境，以四到六人为一组进行合作探

究，小组成员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本单元的学习任务。在诗歌朗诵时，可以选择合作诵读；在诗歌创作

过程中，可以互相评价对方的作品，提供修改建议，合作完成高质量的设计。“理想的知识教育过程，

应当通过主体间的合作学习激发主体超越自身局限的想象力，融合各自的理解视野以提高知识的意义共

享性。”进行复杂的学习活动，需要小组探究学习，互相评价，交流彼此的创意，共同协作完成学习任

务。 
为了让自己的文学评论或诗歌创作更精彩，在文曲星角逐时更有感染力，多人合作完成富有个性魅

力的版画设计，不断创新艺术形式，取得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这里的版画设计形式众多，可以有精彩

的书法、精妙的图画、绚丽的文辞，只有分工合作，激发每个人的最大潜能，才能为小组作品呈现发挥

自己的最佳水平；如果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从自己的创造里获得愉悦感，那么古诗

词学习就会愈发趋向趣味性和实践性。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进行思维碰撞，互相交流自己对诗

词语言的独特理解，抑或向组员倾诉自己的困惑。这样学生在吸收古诗词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印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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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听说读写，调动所有的感官为鉴赏古诗词而亢奋。 
尽管学习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学生的反应速度有快有慢，表达水平有高有低，但是一定范围的合理

讨论，更容易让学生发现同伴的卓越之处，更有利于学生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应对更复杂的社会实

践活动，不断完成知识的构建。 
(三) 教师评价，引领方向 
在古诗词学习过程中，教师评价有效引领学生古诗词鉴赏方向。教师要做好即时性点评与总结性评

价，既要有过程性评价，又要有结果性评价。古诗词课堂上学习活动非常丰富，在朗诵环节、展示鉴赏

经验、个性化点评时，表现优秀的同学当然可以获得老师的即时性表扬；教师可以利用黑板，及时打出

班级各小组的课堂表现星级，小组长和学科班长都做好记录，最后汇总结果，使“文曲星”的评选有据

可循；制定专门的单元评价量表，将评价标准推送给学生，让他们明确评价的依据，高效调整自身的古

诗词学习过程。 

5. 结语 

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为古诗词单元，以“生命的诗意”为主题的古诗词单元整合设计，

学生可以长时间地接触古诗词，沉浸在诗词奇妙多变的语言中，可吟可唱，可画可书；学生有效利用网

络资源，养成优良的学习习惯，培养筛选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在系统思维理论下，全面调动学生的

视听感官，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释放学生的想象力，让语文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学习活动的设计更

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课前推送学习资源，让学生有充足的阅读时间去思考所学古诗词。这种沉浸式

教学让学生在古诗词中漫游，借助古风音乐、古画古香的浸染，丰富学生对古诗词魅力的感知体验，丰

富学生的古诗词鉴赏常识，使其沉浸在古诗词营造的美学世界中，学生在古诗词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实现

其思维漫游，尽情领略中国古诗词展示的风土人情和卓越智慧，大开大阖，建立贯联宇宙的古诗词精神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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