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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整体设计

（一）整体教学分析

1.课程介绍

（1）课程定位。《大学语文》课程为高职文秘专业公共基础必

修课程，课程目的明确了传文明德的课程指向，即：培养工匠精神和

劳动观念、助力职业发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并努

力将本课程打造成为课程思政金课。课程先导课程为《普通话训练》、

《现代汉语》，后续课程有《秘书写作》。

（2）课程目标。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程团队依

据人才培养方案，按照大学语文课程标准，从高职文秘专业学生接受

主体出发，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融合，确立了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三维教学目标，引领学生品味汉字意蕴

之丰、诗歌韵律之美、诗歌意境之壮，获得审美能力，培育科学思维

方法，提升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运用水平，形成信息运用和自主学习

探究的终身学习能力，在学生们心中厚植深沉的家国情怀，增强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课程模块。基于疫情特殊阶段的，并着眼于家国情怀的育

人效果。教学团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完善重构，以改进教学条件，提

升课程吸引力，保证课程教学质量。为此，团队将课程内容整合为中

国传奇、中国味道、中国工匠、中国画廊、中国乡愁、中国风骨六个

单元。

2.内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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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内容为单元六：中国乡愁。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带领学生追

溯中国乡愁的历史渊源，探寻中国乡愁丰富的文化内涵，感受深沉的

家国情怀。本单元涵盖三个篇目：《诗经·小雅·采薇》、《苏幕遮·燎

沉香》、《春江花月夜》，共计 12课时。

3.学情分析

（1）知识技能特征。授课对象为文秘专业一年级学生。通过大

一上学期《普通话训练》、《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学生积累了一

定的语言应用规范。但个体间差异较大，特别是在诗歌学习中存在学

而不精、诵而不美、赏而无法的问题，需要创新教学模式予以解决。

（2）职业认知特征。一是职业规划明确。班级同学未来职业发

展主要分为就业创业、学历提升两个方面，为设定教学目标提供了依

据。二是职业认知清晰。根据学期调查显示，学生普遍认为语言表达

能力、文字应用能力、精神风貌气度对从事文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但需要教会方法、激发动力。

（3）学习行为特征。作为 00后的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一是信息

化互动方式兴趣高，易于接受信息化资源；二是个性化特色明显，需

要培养团队协作意识；三是学习动力不够持久，需要培养终身学习习

惯。

（4）情感态度特征。一是爱国意识较为强烈，但需要合理引导；

二是传统文化素养不高，需要提升审美鉴赏能力；三是精益求精的精

神不够，需要强化劳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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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目标

1.提高学生审美素养，增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2.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强化职业素养和劳动观念；
3.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在学生中入脑入心。

能力
目标 1.践行“三线三品”教学模式，增强学生诵读鉴赏中国古代诗歌的能

力，提升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

2.强化信息素养，拥有熟练运用信息化技术能力；

3.获得科学的学习思维和方法，养成终身学习习惯；

4.引导学生借助音乐、绘画赏析诗歌的方法；

5.培养学生创新发展的能力。

知识
目标

1.通过自主学习和课堂讲解，让学生熟练掌握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

常识；

2.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古代乡愁诗歌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类型；

3.引导学生品析并能运用单元课程中的重要字词：宿、举、刚、雨、

可怜、谁家;

4.通过训练，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诗歌的节奏划分方法和朗读技

巧；

5.通过品析诗歌意境，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的构成元

素和赏析方法；

6.通过诗歌创作背景加深对作品的深层理解，做到知人论世。

4.教学目标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学情分析，课程团队确定出本单

元的教学目标如下：

5.教学重难点
难点

1.分析《苏幕遮》炼字炼句技巧和赏析诗

歌意境情感。

2. 如何将感悟《采薇》诗歌情感和诵读技

巧相结合，提高诗歌鉴赏能力。

3.理解《春江花月夜》诗歌中抒情、明理

的背景和方法。

重点

1.感受《苏幕遮》诗歌作品的汉字美、韵律美、

意象美、意境美。

2.理解《采薇》中，“薇”、“牡”、“柳”

等诗歌意象，深化对乡愁的理解，感悟深沉的

家国情怀。

3.理清《春江花月夜》诗歌的叙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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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策略

1.教学组织和方法

基于课程环境实际，结合中国古代诗歌学习规律，构建了“三线

三品”的教学模式。同时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库和课程平台，将课程教

学活动分为课前自学——课中教学——课后拓展三个阶段，并形成动

态的闭环效应。

2.教学资源和手段

（1）教学资源选用。依托超星课程教学平台开展课内外教学活

动，借助超星教学资源库、中国慕课大学课程资源、诗经 APP、说文

解字 APPD 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拓展阅读资源，借助腾讯会议教学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教学交流，确保停课不停学。

（2）教学资源制作。为突破诗歌学习中意象、意境等重难点，

教师通过自制意象动画，创设生动的诗歌情境，帮助学生在沉浸式体

验中品味意象，实现以乐动情、以画入境，提升了诗歌教学效果。

（三）整体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通过学习通平台实现全过程数据采集和即时评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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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课前、课中、课后三部分的评价构成，各项评价指标的评价主体和

评价标准见表 ：

评价

要素

评价

占比

评价

说明

评价

主体

小组合作 20%
在小组合作中的积极主动性、

合作意识、团队精神
小组互评、教师

预习成果

（自主学习）
20%

自主主动性及学习过程中

思考完成的成果汇报

平台记录

教师评价

诵读作品 20%
实践教学环节队文学作品

的诵读能力展示

软件得分、学生

互评、教师评价、

专家评价

赏析作品 20% 对各题材作品的文学鉴赏能力
学生互评、教师

评价、专家评价

个性作业 20%
考查学生对于内容的理解

及创新性发挥
学生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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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元详细教案

篇目一：苏幕遮

《苏幕遮》第一次课教学设计教案（2 课时）

课程名称 大学语文 教学章节
模块 乡愁篇

篇目 1：苏幕遮

授课

课时
2 课时

授课班级 文秘 191 班 授课地点 书画坊实训室
授课

形式
线下教学

教学内容

《苏幕遮·燎沈香》是宋代词人周邦彦创作的一首词。词中主人公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乡的荷花，而向荷花娓娓道出游子浓浓的

思乡情，构思尤为巧妙别致。全词过对清圆的荷叶、五月的江南、渔郎的轻舟这些情景进行虚实变幻的描写，思乡之苦表达的淋

漓尽致。通过本词学习，重在让学生品味诗歌用字用词之妙，感受虚实相生的诗歌意境之美。

参考教材

1.《大学语文》，李建华，王翚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2017 年 8 月第一版。

2.《大学语文》（高职版）徐中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职高专“十二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2017 年 8 月第 3 版。

3.《大学语文》孙昕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职高专“十二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2018 年 9 月第 4 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9%82%A6%E5%BD%A6/16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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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

1.具备一定基础的文学基础知识；

2.古诗词知识储备较少；

3.对乡愁诗歌兴趣较大。

认知能力
1.对故乡有依恋情感；

2.愿意欣赏美好的自然景色。

学习特点
1.对信息化视频资源兴趣较大；

2.喜欢快速的浅阅读。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1.涵养领略自然美景的审美素养；

2.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培养热爱故乡、祖国的美好感情。

知识目标

1.掌握词的基本知识；

2.了解作者生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3.熟知词中字音、字义。

能力目标
1.掌握品析字词意蕴的方法；

2.培养分析问题的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教学

重难点

教学重点 掌握品字的方法。

教学难点 品析词中重要字的丰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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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
1.在课前发布诗歌背景信息整理任务，检验文秘专业学生技能水平；

2.选定实训基地书画社开展课堂教学，播放诗歌营造学习情境；通过合作讨论，完成 6 个重点字的品析。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合作探究法、讲授法、视频教学法。

信息化手段

及教学资源

信息化手段：主要借助学习通平台、意象动画等信息化手段协同教学。

教学资源：课程教学 ppt 课件、说文解字 APP、大学语文慕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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