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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

选
择
性
必
修
中
册

第一单元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诗意的探寻

第二单元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研习

—时代镜像

第三单元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至情至性

第四单元
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

—发展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精神

   本单元以“诗意的探寻”为人文

主题，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

习”学习任务群。通过学习，我们

可以体会古代人民的爱情婚姻悲剧，

学习士大夫的高尚情操和家国情怀，

了解城市的兴衰、历史的变迁，从

而勾勒出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导语

学习目标与内容：学习目标与内容：

本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积累文言阅读经验，培养

民族审美趣味，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学习目标与内容

（1） 选择中国文化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一些代表性作品进行精读，体会其

精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价值。

（2）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场景中考察传统文化经典作品，以客观、科学、礼敬的态

度，认识作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3）梳理所学作品中常见的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和文化常识，注意古今语

言的异同。

（4）阅读作品应写出内容提要和阅读感受。选择一部（篇）作品，从一个或多个

角度讨论分析，撰写评论。

（5）学习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表达艺术，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单元教材分析 学习提示

教学提示：教学提示：

（1）重视诵读在培养学生语感、增进文本理解中的作用，引导
学生积累古代作品的阅读经验。
（2）引导学生借助注释、工具书独立研读文本，并联系学习过
的古代作品，梳理常用文言实词、虚词和特殊句式，提高阅读古
代作品的能力。
（3）多角度、多层面地组织主题学习单元，引导学生合理运用
精读、略读的方式，由点到面地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深和丰富，
初步认识所读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4）组织学生在具有一定阅读量的基础上，展开交流和专题讨
论，就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时代意义和局限等问题，用历史和
现代的观念进行审视，表达自己的看法。
（5）引导学生坚持在研读的过程中勤查资料，勤做笔记；围绕
所读作品，利用图书馆、互联网查阅相关注释、评点等资料，加
深和拓展对作品的理解；学习运用评点方法，记录自己的感受和
见解，不断提高独立阅读能力。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学业质量水平：学业质量水平：

1-3 有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能整体感受作品中的形象，
把握作品的思想观点和情感倾向；能运用口头语言和书面
语言传达自己对作品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学鉴赏中，有正
确的价值观。

1-4 有通过语文学习理解文化的意愿，能通过阅读文学
作品，扩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感受和理
解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文化。能主动梳理语文课程中涉及的
文化现象，了解其中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重视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

2-3 喜欢欣赏文学作品，能整体感受作品的语言、形象
和情感，展开合理的联想和想象；能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
作出自己的评价。在文学鉴赏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有追
求高尚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的意愿。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中国的古典诗歌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体式多样，风格各异。
让我们从源头出发，顺流而下，欣赏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诗歌名作。
《诗经》和《楚辞》是古典诗歌的源头，分别开启了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传统；汉乐府继承《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
统，在叙事诗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孔雀东南飞》就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唐诗是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李白和杜甫各领
风骚；词是古典诗歌的新发展，到了宋代，词境逐渐拓展，技巧日
臻成熟。通过本单元的研习，可以增进对古典诗歌体式和源流的了
解。
学习本单元，要围绕“诗意的探寻”展开研习，品味诗歌之美，

感受古人的哀乐悲欢，把握诗歌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认识古典诗
歌的当代价值。还要结合以前所学，了解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
并比较不同体裁的诗歌在节奏韵律、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
异同。

    以“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群的落实为统领，以单篇教学之“点”，带动群
文教学之“面”，组织学生展开专题阅读、比较阅读，培养学生阅读古典诗歌的审美趣
味，体会其精神内涵、审美追求和文化价值。

第一段明确了本单元的人文主
题：诗意的探寻。本段做了整
体引导。

第二段介绍了本单元选文的大
体情况，主题上都是对诗意的
探寻地细化，通过梳理中国古
典诗歌的发展脉络，探寻古典
诗词作品的诗意美，聆听诗歌
的声音，学习其中蕴含的人文
精神。

第三段提出了学习本单元的核核
心任务心任务：从“诗意的探寻诗意的探寻”角
度体会诗歌的意蕴，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并从各角度各层
面明确了学习目标。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1.学习提示分析

《诗经》和《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崇高，影响深远，
后人将其艺术精神概称为“风骚”。本课选取《诗经·卫风》
中的《氓》和《楚辞》中的《离骚》，学习时要注意比较作品
不同的艺术风格，认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两首诗都运用了
比兴的手法，诵读时要注意品味相关诗句，体会其表达效果。
《氓》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讲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抛弃

的过程，展示了她从情意绵绵到悲伤无助，再到激愤决绝的心
路历程，将叙事与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诵读时，要仔细体会
女主人公心理的前后变化，感受诗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的抒情特征。
《离骚》（节选）中，诗人自叙其身世、遭遇，表达了对

高洁人格的坚守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
衰紧紧联系在一起。学习时不妨结合《屈原列传》，把握诗歌
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意义，体味诗人的情志。诵读时，要注
意诗中繁复的意象、回旋复沓的表达、独特的节奏韵律，感受
其中澎湃激荡的情感。
背诵《离骚》（节选）第3段。

了解两首诗歌的内容，
积累重点词语及诗句，通
过比较阅读，探究这两首
诗歌在句式、抒情等方面
的不同，感受先民悲伤凄
凉的爱情悲剧及坚韧勇敢
的生活态度，学习屈原坚
贞正直、忧国忧民的爱国
情怀。
借助这两首诗，通过

比较阅读的方法，探究
《诗经》和《楚辞》在比
兴手法上的区别与联系。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1.学习提示分析

乐府诗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诗歌类型，其继承了《诗经》所开创的
现实主义传统，讲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
其中有两首叙事诗被誉为“乐府双璧”，一首是《木兰诗》，另一首就
是《孔雀东南飞》。
与《氓》相似，《孔雀东南飞》也讲述了一桩爱情婚姻悲剧，但造成

悲剧的原因并非男主人公的始乱终弃，而是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这首
诗篇幅较长，故事性强，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保留了较多的民歌
色彩，特别是人物对话，大都是浅白的口语，并不难懂。学习时要注意
体会诗歌的语言风格，以及运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特
点。
这首诗很善于刻画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如府吏“举言谓新

妇”几句和“低头共耳语”几句，意思大体相同，却不能互换；又如面
对母亲、兄长的劝嫁，兰芝对母亲是“含泪答”，对兄长则是“仰头答
”。阅读时注意体会。
古诗文中有一些特殊的复音词，如“便可白公姥”“昼夜勤作息”“

逼迫兼弟兄”，均由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语素构成，但整个复音词的
意思只取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另一个起陪衬作用。这样的复音词我们
称为“偏义复词”。诵读诗歌时，注意体会这些词的语义特点，想想现
代汉语中有没有这样的词语。

疏通文意，积累诗中的重要
词语、句式，关注文中的特殊语
言现象——偏义复词，整体感受
乐府的民歌特色和语言风格。
思考造成焦刘爱情悲剧的原

因，查阅相关资料，结合课文，
探究刘兰芝缘何不受焦母喜爱，
分析悲剧的社会根源。
诵读诗歌，感受其叙事的流

畅生动，情节的曲折有致；鉴赏
刘兰芝的美好形象，感受焦刘对
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封建家长制
的反抗精神。
理解本诗作为汉乐府代表作

对于《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的
继承，并思考诗歌的当代文化价
值。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1.学习提示分析

唐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李白、杜甫是两位
具有代表性的伟大诗人。李白擅长古体诗；杜甫诸体皆擅，
在律诗方面成就尤高。
《蜀道难》是杂言古体诗，格律不拘，形式灵活。这

首诗想象奇特，笔意纵横，境界阔大，集中体现了李白诗
歌豪放飘逸的创作特点。诵读时，一方面要感受杂言古体
诗的参差错落之美，另一方面要想象作者笔下蜀道的雄奇
险峻，体会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
《蜀相》是七言律诗，结构严整，法度森然。这首诗

抒写作者游览武侯祠的所见所感，表达了对诸葛亮才干、
德行的称颂及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也暗含着
感时忧国的情怀和以身许国的抱负。全诗情感深沉悲壮，
有厚重的历史感。学习时要反复诵读涵泳，并联系《出师
表》等文，加深对诗人情志的理解。
背诵课文。

反复诵读，斟酌字句，积
累词语，品评古诗词之味，
激发学生对古典诗歌的兴趣。
多角度、多层次研读探究，

从多个维度梳理对古诗词的
理性认识，提升严谨性、系
统化等思维品质。
揣摩意象，体察意境，探

究虚实相生等艺术手法的运
用，感受诗歌的感情力量，
获得阅读鉴赏的审美体验。
把握诗词蕴含的文化精神，

探讨其当代价值，认识古诗
词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培育家国情怀。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1.学习提示分析

这两首宋词都以城市为表现对象，一写承
平盛世，一写劫后孤城，内容不同，意趣亦
相异。《望海潮》开头总览杭州的优越位置
和悠久历史，接着描绘此地风景的优美、市
井的繁华以及人民生活的平和安乐。这首词
采用铺叙的写法，以点带面，虚实相间，渲
染烘托，形成一种畅达流利的气势。同样是
歌咏城市，《扬州慢》则聚焦于扬州今昔盛
衰的对比。词人一面描摹眼前景象，一面想
象杜牧重游故地的震惊和悲哀，强化了兵火
劫后的沉痛心情。
柳永和姜夔都是深谙音律的词人，《望海

潮》和《扬州慢》的词牌分别为二人首创，
两首词作也极富声韵之美。诵读时要细加体
会。

反复诵读，斟酌字句，积累词
语，品评古诗词之味，激发学生对
古典诗歌的兴趣。
多角度、多层次研读探究，从

多个维度梳理对古诗词的理性认识，
提升严谨性、系统化等思维品质。
揣摩意象，体察意境，探究虚

实相生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感受诗
歌的感情力量，获得阅读鉴赏的审
美体验。
把握诗词蕴含的文化精神，探

讨其当代价值，认识古诗词的思想
意义和审美价值，培育家国情怀。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2.学习提示的共同点

1.探寻诗意之美，品评诗歌之味，感受古人通过诗歌表达的哀乐悲欢

等情感。

2.组织专题研读，把握古典诗歌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探讨古典诗歌在

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识古典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3.梳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尝试探究、评述不同体裁诗歌在声

韵格律、表现手法、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总结学习古典诗歌的经

验，并得到一定的理性认识。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任务一

一、诵读和欣赏本单元所选的诗词名作，结合已经学过的古诗词，联系当代文化生活中有关古诗词
诵读的现象，想一想：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古诗词究竟是必需品还是调味品？在当今社会生活中，
你能看到哪些古诗词的“渗透”？你感觉古诗词的学习到底对自己的语文素养提升有哪些帮助？
……围绕这些问题，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读古诗词”为主题，举办一次班级研讨会。结合学习古
诗词的心得，提炼观点，推选代表在会上发言。

一、抛出问题
       课前布置学生思考：我们生活在信息化的今天，为何要读千年前的古诗？诗歌对你的心灵、

生活有过哪些影响？它们是生活的必需品，还是调味品?在当今社会中，你能看到哪些古诗词的“
渗透”？请结合你的读诗经历和心得，谈谈你的观点。

二、活动流程
1.由2021年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的颁奖词导入：“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

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
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2.观看纪录片《鞠水月在手》，了解叶嘉莹的诗词人生。
3.学生组内发言，然后每组选代表在班级发言。
4.选择优秀观点若干，编辑成册，印发全班。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任务一

一、诵读和欣赏本单元所选的诗词名作，结合已经学过的古诗词，联系当代文化生活中有关古诗词
诵读的现象，想一想：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古诗词究竟是必需品还是调味品？在当今社会生活中，
你能看到哪些古诗词的“渗透”？你感觉古诗词的学习到底对自己的语文素养提升有哪些帮助？
……围绕这些问题，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读古诗词”为主题，举办一次班级研讨会。结合学习古
诗词的心得，提炼观点，推选代表在会上发言。

三、名家观点链接
叶嘉莹：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读诗词

当你们想起家乡的亲人，想起家乡的小河，就是你的心在走路。如果再用语言说出来，那就是诗啊！
诗是感情的凝聚：“离别时写你的悲哀，欢聚时写你的快乐。”正如钟嵘《诗品》“使穷贱易安，幽居靡

闷，莫尚于诗矣”，总之，“诗可以让人内心平静”。
假如生活发生不幸，当你将之用诗来表达的时候，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以借诗消解了

……
如果心灵完全沉溺在物欲之中，那将是人生中最可悲哀的事。倘若一个人听到山鸟的鸣叫、看到花开花落

的变化都会从内心生发感动，这样的心灵才是纯净动人的。和那些思接古今、与诗人们神交的时刻，读诗的人
是沉溺的，也是幸福而幸运的。

中国诗词中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我从小就喜欢读诗，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

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份感发生命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心灵、智慧、
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一直有“诗教”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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