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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文学科教材各单元的主题比较鲜明且直观，教师依据教材单

元的基本构成、类别与特点进行整体性教学，符合新课程标准的各项要求。

既往初中语文教学多采用的是单篇精讲的教学方式，缺少与单元内其他课

文之间的衔接与联系，故而存在局限性。而依据课文主题、体裁等，对单

元进行合理划分，据此进行单元整体、系统化教学，可加深各文章之间的

融合，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及教学效率。本文围绕初中语文，就其单元整

体教学思路作一剖析，望能为此方面教学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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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体教学实际就是以单元整体为着眼点，紧扣主题与重心，整合、

优化资源，以此对学生的各种能力与本领进行针对性、优质化培养，最终

促进其核心素养的提高。单元整体教学与传统的单篇教学模式相比，突破

了其原有的单元结构，把各种内容进行重新排列与整合，如文章讲解、写

作及陌生字词等，以此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序列与架构。需指出的是，许多

语文教材依据单元来编写，且根据文章体裁、内容等对单元实施分类。因

此，在初中语文教学当中，教师应善于运用单元整体教学模式，不断开拓

创新，着重对学生的语文思维、语言应用能力进行培养。本文从多方面就

单元整体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策略探讨如下。

1. 以单元整体为着眼点，对课型进行优化

1.1 发挥预习课、导读课的基石作用

导读课能够帮助学生大致了解接下来需学习的内容，在单元整体教学

前，教师可先引导学生对本单元的内容、主题、学习目标等进行了解，使

其在整体把握单元架构、知晓单元大致内容的基础上，自主规划、拓展与

创新，最终强化自主学习能力。而在预习课上，教师可根据教学需要，布

置一些学习任务，并以预习清单的形式，引导、组织学生有目的性、针对

性地去预习。比如鼓励学生借助互联网、工具书等，对该单元课文的一些

内容进行探索，如作者信息、生字词、写作背景等，并围绕那些与课文有

紧密联系的问题，展开创新性思考。

1.2 利用精读课，深究文本

教师在精读课上，需要鼓励、辅助学生开展比较阅读，对整个单元中

的全部课文进行深入分析，比如各课文在主题、写作背景上的联系，写作

手法、表现手法上的相同与不同点，以及课文整体上的呈现形式等，这些

均为精读课讲解的重点与切入点。比如统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第二单元的

课文，“家国情怀”为其主题，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事件，比如抗美援朝、

抗日战争等，有着比较集中的写作时间。在精读课上，教师可围绕课文事

件发生的先后时间，以此为顺序，引导学生进行排列，帮助其深入探究本

单元课文的创作背景、事件经过等，并从宏观层面整体性、全局性把握课

文，找出整个单元课文之间的先后顺序与内在关联，将单元课文教学所存

在的局限性给予突破。教师还可为学生设置辩题（“哪篇文章里体现的家

国情怀最强烈”），引导其进行辩论，在进行比对的同时，体会、感受并

把握文章中所蕴藏的情感、思想，以此更精准、透彻地理解文章，掌握知

识点。例如《土地的誓言》当中适用的铺排手法及人称变化，《老山界》

当中对环境的描写等，均为爱国之情、家国情怀的真挚表现。开展此种教

学，学生能够更细腻、深入地对课文内容、写作手法、流露情感等进行探

究，不仅对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还能够锻炼其语言能力，强化逻辑思维，

提高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增强文化素养与民族自尊心。

2. 任务驱动，促进整体学习

教师可利用单元整体教学探究活动，对新课程标准当中的“实践”要

求给予落实。比如在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课文教学当中，教师在围绕诗

歌进行探究教学时，可采用任务驱动的方式开展单元整体教学。在此单元

教学中，教材设计了如下任务：其一，“自主欣赏”。通过对诗歌进行阅读，

从中对其意蕴进行深入掌握，感知其所隐藏的艺术魅力。教师可进行如下

活动的设计：引导学生在此单元的五首诗当中选出一首，当作朗诵篇目，

推荐给学校，并参加由学校所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对诗歌“二读”，

即一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默读或者朗读，感受意蕴；二读：收集资料，

对诗当中的生字词进行掌握，了解作者信息与写作背景。 学生在完成阅

读后，小组讨论，推荐诗歌篇目，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撰写推荐词，最

后将成果在班级中展示。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可使学生更全面、细致地

掌握诗歌特点与内容，并且还能强化其自我效能感，提高合作探究能力，

增强语文素养。其二，“自由朗诵”。在对诗歌进行朗读时，教师应帮助

学生合理、稳妥地掌握其节奏、重音及停连等，并对其情感基调进行准确

把控，读出感情与韵律。在此任务的带动下，教师可进行如下设计：引导

学生选出自己喜欢的一首诗，组织其参加班级诗歌朗诵比赛，评出前三名，

然后参加学校举办的朗诵比赛，组织学生观看，从中对朗读技巧进行总结，

提高学生此方面的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依据何种标准对教学内容进行分类编排，其最终目

的均为让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对学生实施规范化、针对性训练，以对其核心

素养进行培养，落实“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观念，达成既定的课程教

学目标。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当中，应根据教材各单元的基本结构、特

点及教学需要，有针对性且合理地开展单元整体教学，以此提高教学质量

与水准，为学生更好理解、更深入掌握知识，并提高语文能力与素养提供

切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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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历史的诗篇与青铜的低语

初中语文教学中单元整体教学的应用思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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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广汉的静谧之地，三星堆遗址如同一部未完的历史诗篇，

静静地诉说着远古的辉煌。这片土地，因三座土堆而得名，它们如同星

辰的遗迹，见证了巴蜀文明的起源与演变。蚕丛的传说，如同古老的音

符，编织出三星堆文明的神秘乐章。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三个大字如同历史的印记，引领我

们踏入时光的长廊。青铜的青翠色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每一件展品都

承载着无尽的故事。青铜大立人像仿佛能穿透时空，直视历史的深处，

他站立的姿态，如同蜀国的王者，威严而庄重，他的故事如同迷雾般引

人入胜，让人不禁想要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

沿着博物馆的路径，我们来到了青铜大立人像所在的祭坛。那是

一座神圣的舞台，每一层台阶都跪满了虔诚的祭祀者，他们手中的青

铜鼎和黄金权杖，是他们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祈愿。我仿佛听见了那

遥远的祭祀乐声，看见了那庄重的仪式在眼前缓缓展开，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祈祷，都充满了对未知力量的崇敬。我仿佛置身其中，成为那跪

拜的祭祀者之一，被这神秘的仪式深深吸引，不愿从中抽离。

三星堆，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遗址，更是一个灵魂的栖息地，一个

梦想与现实交织的舞台。那些青铜器物，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在

低语，讲述着那个遥远时代的生活、信仰和艺术。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智慧。

然而，时间的车轮无情地滚滚向前，我们只能在心中珍藏这份震撼，

让三星堆的神秘与辉煌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永恒记忆。每一次回望，每

一次思考，都是一次对历史的致敬，对文明的敬畏。三星堆，它不仅仅

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课题，等待着我们

去探索、去解读、去传承。

在三星堆，我们不仅看到了青铜的光泽，更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

那些古老的青铜器，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在无声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唤醒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敬仰与好奇。三星堆，一个永恒的谜，一个永

恒的诗篇，它在时间的长河中，静静地闪耀，等待着我们去倾听、去领悟、

去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