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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一课多型的实践与省思

蒋兴超

摘要：面对近些年语文教育领域出现的各种新概念，以及单元整体教学、群文

教学和学习任务群教学等各类课型，语文教师常常感到迷惑，概念理解不清，教学

使用混乱，甚至采取排斥的态度避而远之。通过开展一课多型的教学实践，探究和

展示各类课型的特点和长处，能够帮助教师厘清概念，消除误解和隔阂，重审课型

与育人功能、核心素养及教师素养等多重关系。

关键词：一课多型；《台阶》；新课标；核心素养；教师素养

基金项目：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课题 “统编教材视域下的整本书阅读方法研究”（２０２１ＪＳ１４Ｌ４２）。

一、一课多型的实践缘起

“课型是课的类型或课的结构化图式的简称，

它是结构化的教学目标、结构化的教学过程以及

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内在有机组合关系的总

称。”［１］每种课型都有其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范

式，各有其用，各展其长。阅读教学课型有很

多，常见的有单篇教学、单元整体教学、群文教

学、项目化学习、学习任务群教学等。百花齐

放，因需而用，这本是好事。但因为概念繁多，

一线教学困惑颇多，误解颇深。为此，笔者进行

了阅读教学一课多型的实践探索。何谓一课多

型？顾名思义，是对同一篇课文采用多种课型组

织教学。这样做的目的是展现不同课型的特点和

长处，阐释不同课型背后的精神理念，以期回应

困惑，消除误解，回归理性，让语文教学走向

正途。

（一）源于概念的迷思

不知从何时起，母语教育一阵又一阵地刮起

新名词、新概念之风，各种新鲜表述、舶来概念

层出不穷，“某某语文”的大旗不断树立，让人

应接不暇。各种新概念的盛行，也引来了专家的

质疑：“没想到最近两年有了 ‘大单元教学’，而

且来势迅猛。现在，各地争先恐后搞大单元、大

情境、大概念、大任务的教学改革，‘大’字满

天飞，看得炫目，遂生忧虑。”［２］而一线教师的精

神现状是：面对眼花缭乱的概念，沉入更深的迷

思；面对莫衷一是的声音，陷入更大的困惑。

（二）源于课标的困惑

语文学习任务群 “不是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逐

渐生成的一个学术概念，而是在课程标准修订的

特殊情境下智慧地发明的一个工作概念”［３］７６，

它 “并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的东西，而是在

原有教学成功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在形式

上跟过去的语文课并没有太大区别”［４］。语文学

习任务群首次出现于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以下简称 “高中新课标”），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

简称 “义教新课标”）继续沿用。对照这两版课

标，它们对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定义也有一定

差异：高中新课标认为 “‘语文学习任务群’以

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

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

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５］；义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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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则认为 “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

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

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６］１９。高中新课

标强调 “以学习项目为载体”，义教新课标强调

任务之间的关联。两者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内在

的逻辑联系在哪里？义教新课标高度聚焦语文学

习任务群，要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

学习任务群组织和呈现”［６］１９。习惯了单篇文本

教学的一线教师，在义教新课标配套教材还未面

世的空窗期，对学习任务群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充

满了困惑：学习任务群教学在现行统编教材的基

础上如何开展？它和单篇文本教学、单元整体教

学等其他课型是否兼容？

缘此，笔者对 《台阶》一文开展了单篇教

学、单元整体教学、群文教学、学习任务群教学

等一课多型的教学实践，以期探究、明晰和展现

各种课型的组织形式、结构特征和学理逻辑，正

本清源，引发各方对各种课型的本质探寻与理性

思考。

二、一课多型的教学实践

（一）单篇教学的实践

《台阶》的文体很有迷惑性：读起来像是一

篇散文，但实际上它是小说，只是带着 “越轨”

的笔致，染上了浓重的散文气质。散文讲求如

实，偏软性和阴柔；小说讲究虚构，偏冷峻和刚

性。小说以散文的形式展开叙述，消减了小说原

有的硬度，多了一份柔软，软性表达正是散文化

小说的盎然风貌。软性表达的秘密武器是有

“我”的在场，“‘我’不仅是叙述的视角，更是

作者的一双眼、一张口和一颗心。在文本里自由

穿行的 ‘我’，极易观物察人，表达喜怒哀乐。

正因如此，散文化小说才容易被误读为散文”［７］。

故此，在教学设计时，笔者充分利用散文化小说

的文本特质，从散文入手，让学生与文本充分共

情，把散文当作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必经处。具

体学程设计如下：

环节１：父亲为什么要建高台阶的房子？

环节２：父亲是如何建成高台阶的房子的？

环节３：高台阶的房子建成后，父亲有什么

表现？

散文化小说，只是小说家族中的特殊一脉，

其本质还是小说。因此，课堂要从散文中走出

来，望见小说的 “揭示”价值。这是本课的价值

追求。由此，笔者设计了第四个环节：

环节４：文中的父亲是谁的父亲？

学生由此展开思索、探寻和人生终极追问：

他是作者的父亲？他是农村父亲的典型代表吗？

他是我的父亲吗？他是未来的我吗？辨识父亲的

身份，才能读懂文后隐喻。以散文入，从小说

出，二者诗意融合，散文化小说的阅读教学则焕

发出盎然生机。

由此可见，单篇教学，遵循文类属性，尊重

篇性特点，教法灵活多样。它是以文本为纲的教

学组织形式。课堂由教师主导，师生与文本展开

多重对话。从本质上说，它是以 “教程”为中心

的教学。单篇教学，是我国母语教学中最常见、

最流行的一种课型，常规课、赛课、展示课、名

师示范课等，多以此种课型为主。这种精耕细作

的传统课型，以其灵巧、轻便、易学等特点自成

一格，深受广大一线教师的青睐。

（二）单元整体教学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母语教材都采用文

选式，用多篇文本组成单元，旨在以单元整体学

习而知 “一类”。实际上，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叶圣陶和夏硏尊就以 《国文百八课》首创和践行

这一理念，并阐释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

的观念”［８］。由此，教材的单元编写沿用至今，

蔚然成风。然而，具有鲜明编者意的单元主题常

和文本意发生冲撞。这就要求教师在单元整体教

学时，处理好文本意和编者意的关系。

《台阶》一文最早出现于一纲多本时期的人

教版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后被选至统编教

材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笔者先后对其进行了两

次单元整体教学的实践。人教版教材将 《台阶》

与 《阿长与 〈山海经〉》《背影》《老王》《信客》

组成单元文本群，其单元导语明示本单元的人文

主题是 “让世界充满爱”，语文要素是 “了解叙

述、描写等表达方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特点”。

由此，笔者设计了如下学程：

课段１：阅读五篇课文，比较它们在表达方

式上的异同。（２课时）

课段２：理解并辨析文中人物的爱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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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其进行归类探究。（４课时）

课段３：你对 “爱”有何理解？请综合运用

多种表达方式将其表达出来。（３课时）

而统编教材则将 《台阶》与 《阿长与 〈山海

经〉》《老王》《卖油翁》组成单元文本群，其单

元导语明示人文主题是 “凡人小事”，语文要素

是 “注重熟读精思，要注意从标题、详略安排、

角度选择等方面把握文章重点。还要从开头、结

尾、文中的反复及特别之处发现关键语句”。由

此，笔者又设计了如下学程：

课段１：阅读四篇课文，从标题、详略、视

角等方面比较异同。（２课时）

课段２：四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各有什么特

点？作家是如何描写的？（４课时）

课段３：选择你身边的一位 “小人物”，用

细节塑造他的形象。（３课时）

由上观之，学程的设计紧扣人文主题和单元

学法，文本资源服务于单元学习之需，由读而

写，读写融合，充分体现单元统整意识。《台阶》

的文本主题是对人生命运的思索，它和以上两个

单元的主题都形成了冲撞，这时对文本意的解析

就要照顾到编者意，单篇要融于单元之中。单元

整体教学，遵照编者意，尊重文本意，追求读写

融合。它是以单元为纲的教学组织形式。课堂始

终围绕 “人文主题”和 “语文要素”两条线，追

求读写的自然融合。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导者，

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以 “教程”为中心的教

学。单元整体教学是 “西学东渐”的产物，迄今

已有百余年历史。这种课型以其广视域、高关联、

整体化等优点，引起广大教师实践探索的热情。

（三）群文教学的实践

《台阶》“揭示小人物的命运”和 “散文化小

说的风格”能够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为此，笔

者围绕 《台阶》进行了两次群文教学的实践。第

一次探究 “小人物的命运”，笔者选择了李森祥

的 《台阶》、老舍的 《老马之死》（节选自 《骆驼

祥子》）、废名的 《桃园》、汪曾祺的 《蛐蛐》、

莫泊桑的 《勋章到手了》和契诃夫的 《小公务员

之死》六篇文本，设计了如下学程：

任务１：阅读 《台阶》，思考高台阶房子建

成后父亲表现异常的原因。

任务２：联读另外五篇文章，探究人物命运

及形成原因。

第二次探究 “散文化小说的风格”，笔者选

择了李森祥的 《台阶》、郑振铎的 《猫》、鲁迅的

《社戏》和 《故乡》四篇文本，设计了如下学程：

任务１：阅读 《台阶》，思考本文的写作风格。

任务２：联读另外三篇文章，探究散文化小

说的典型风格。

两次实践，都以 《台阶》为定篇，根据学习

之需择取关联文本；两次学习任务，都以 《台

阶》为例，吃透文本的核心精神，再由关联文本

探究和检视学习主题。群文阅读的精髓是：以

“１”为原点，由定篇引发；以 “Ｘ”为半径，指

向探究主题；用 “联”的思想，开展实践探究。

群文教学用 “１”来深探，用 “Ｘ”来检验，举

一而反三，既窥一斑又知全貌。它是以 “１＋Ｘ”

群文为纲的教学组织形式。课堂始终围绕探究主

题，体现了以始为终的学习理念。从本质上说，

它是以 “学程”为中心的教学。群文教学，因其

微探究和深开掘的优点而风靡一时。

（四）学习任务群教学的实践

“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走向，是改革学

校课程的课程目标指向，从封闭的 ‘学校情境’

转变为指向与 ‘现实世界 （ｒｅａｌｗｏｒｄ）相关’

的 ‘真实情境’。”［３］７６ “所谓 ‘情境’，指的是课

堂教学内容涉及的语境。所谓 ‘真实’，指的是

这种语境对学生而言是真实的，是他们在继续学

习和今后生活中能够遇到的，也就是能引起他们

联想，启发他们往下思考，从而在这个思考过程

中获得需要的方法，积累必要的资源，丰富语言

文字运用的经验。”［４］义教新课标强调语文学习要

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连，启发教师：语文学习任

务群的设计，要从学生的现实生活或学习困惑出

发。学习任务群教学有三个得力助手：学习情

境、学习资源和任务清单。笔者联系了初二学生

当下的学习现状和困惑，设置了如下情境：

在 “内卷”日益严重的当下，不少同学感到

疲倦和迷茫。觉得家里条件也不差，为什么要这

么苦？时常有同学发出 “人到底该怎样活？”“人

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的灵魂之问。为此，

同学们开始了一段探索之旅。

建立了如下学习资源库：

主要学习资源：李森祥的 《台阶》、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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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看自行车的女人》、毛泽东的 《纪念白求

恩》、海伦·凯勒的 《再塑生命的人》、艾芙·居

里的 《美丽的颜色》、王选的 《我一生中的重要

抉择》、让·乔诺的 《植树的牧羊人》和闻一多

的 《最后一次讲演》等。

辅助学习资源：苏轼的 《定风波》、鲁迅的

《〈呐喊〉自序》、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节选）、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设计了如下学程：

任务１：阅读主要学习资源中的八篇文本，

概括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追求。（３课时）

任务２：请从他们中选择一位做你的人生导

师，并阐明理由。（３课时）

任务３：选择你理想中的人生导师，任选文

体将其精神表现出来。（２课时）

可见，教师在学习任务群教学中需完成三件

事：一是完全了解学生的现实之需 （素养导向），

二是据此开发、建设和提供文本资源库 （资源载

体），三是从现实之需出发设计学习任务 （任务

引领）。学习任务群教学，是以语文素养为纲的

教学组织形式，它既是结构化的课程内容，又是

创新的学习方式和课程组织。它把学生置于学习

场域的中心，以文本资源为探究载体，以情境沉

浸角色，以任务驱动学习。这种课型，以素养导

向、能力为先为精神旨归，是语文教学的新风向。

三、一课多型的实践省思

笔者用 《台阶》开展一课多型的教学实践，

意在表明：课型内含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和教学

组织，有稳定的组织和结构；各种课型特点鲜

明，各有所长。然而，长久地习惯了单篇教学的

一线教师，面对不断涌来的教学理念，没有经过

实践研究就本能地与它们对立起来，导致误解和

隔阂越来越深。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该

用怎样的眼光重审语文教学？该用怎样的智慧和

胸襟接纳纷至沓来的教学理念？这必须回到语文

教学的 “元问题”：我们要通过语文培养什么样

的人？又怎样通过语文来培养这样的人？

（一）课型与育人功能

课型差异的本质，是视域和理念的不同。比

如单篇教学，以文本为中心，教学目标的设定、

教学环节的展开、教学质量的评价都谨遵文本

意。其视域在单篇文本里，其理念是依循篇性特

点，其课堂由教师主导，其教学在单篇深耕。学

生由此习得的是 “这一篇”。再如单元整体教学

和群文教学，教师的目光从 “这一篇”投向 “这

一类”，“这一篇”无非是个例子，“这一类”才

是教学的目的。换言之，“这一篇”是载体之一，

“这一类”是精神旨归。所不同的是，单元整体

教学由编者意主导，而群文教学由学情之需主

导。还如学习任务群教学，教学的视域冲破了单

篇，也突破了单元，望向了更辽阔的文本资源

库；这里的学习，已不再是探究 “这一篇”和

“这一类”，而是利用文本资源库，在贴近学生生

活的情境中落实任务，从而学习语文、获得能

力、提升素养。

由此可见，课型的内容选择、育人理念和职

责功能差异明显：单篇教学，内容相对零散，视

域相对较窄，但它能培育学生精耕细作之能；单

元整体教学，内容相对系统，视域相对较宽，它

以培育学生系统性知识和能力为己任；群文教

学，内容相对聚焦，视域相对开阔，它以专题的

形式集中解决学习中的困惑；学习任务群教学，

内容比较丰实，视域更加辽阔，它把学生的核心

素养培育当作首要任务。各种课型都有各自生存

的环境和土壤，但并不意味着彼此对立。单元整

体教学就不需要单篇地教？群文教学能离开单篇

教学？学习任务群教学就仅仅搞活动，完全不需

要单篇教学？显然不是，恰恰单篇教学是语文教

师的 “童子功”，其他各种课型都离不开单篇教

学，教师需根据教学需要，择机而用。

（二）课型与核心素养

“所谓核心素养，是人们适应２１世纪信息时

代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解决复杂问题和适应

不确定情境的高级能力和道德意识。”［９］基于核心

素养的教学方式和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区别

（见下页表１），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比传统

的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学生的未来发展。然而，高

中新课标和义教新课标都强调要用学习任务群的

形式进行教学，我们不禁思考：是否只有学习任

务群才能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有研究者提出：

“没有充分的阅读，没有对每个文本的独立阅读和

思考，由整合而设计的比较阅读就会大打折扣。

我认为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整合，但是更

·４５·



表１　传统教学方式与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的比较
［１０］

教学要素 传统的教学方式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

教学目标 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增长 问题的解决、品格的形成

教与学的关系 关注教的过程，更多地研究如何教 关注学的过程，研究学生如何学，以学定教

教学内容的选择 教材中的知识 学生最近发展区内的学习内容，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内容

教师角色 教学过程的主导者和传授者 学生学习过程的支持者和策划者，优秀品格的示范与榜样

教学环境 支持教师的展示过程 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

教学过程 通过讲授、记忆、练习等方式学习知识 通过学习知识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良好品格

教学手段 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 有利于学生深层次学习发生和良好品格形成的各种手段

教学评价 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展示 利用知识创造性解决问题，良好品格的展现

不能放弃对单篇文本的阅读理解。”［１１］实际上，

单篇教学是其他各类课型的基石，而能充分激发

学生的探求欲、充分观照学生的精神品格、引发

学生的深度学习、注重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课

型，只要运用得当，都能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课型与教师素养

课型是课堂组织和运行的方式。教师对其组

织和运行的规律了解得越透彻，课堂就运行得越

平稳，越容易触处生春。这些都有赖于教师过硬

的专业素养。教师是课堂教学的引领者，决定着

课堂的整体航向、师生的角色定位和学习的品质

追求。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语文教学对教师

专业素养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单篇教学

需要工匠精神，单元整体教学需要系统性思维和

统整能力，群文教学需要 “融”的思想和 “聚”

的眼光，学习任务群教学需要大战略、大格局和

纵横捭阖的能力。

不断涌现的教学理念，既是国际化广泛交流

的产物，也是迅猛发展的时代对高素质人才诉求

的结果。这都要求语文教师要以更加开放而包容

的心态悦纳各种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而非

一味地排斥、对立和否定，更不能故步自封。义

教新课标中开创性地增加了 “教学研究与教师培

训”板块，明确要求语文教师 “要主动将新理

念、新方法、新技术应用到语文教学中，通过个

人反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等多种途径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６］５５。教师的专业素养决定着语

文教学的质量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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