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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解读

文明印记



课程性质

课标解读

1 课标表述
语文课程是一 门学习国家通用语 本单元所选的五篇课文涉及建筑、

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 实践性课程。 动物、 艺术品三个方面。 五篇课文用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 是语文课程不同的说明顺序和方法进行介绍， 也
的基本特点。 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

语文课程致力于全体学生核心素 本单元五篇课文都为说明事物为

养的形成与发展， 为学生学好其他课主的说明文， 能够帮助学生掌握事物

程打下基础；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说明文的写作方法与策略。 同时， 本
单元课文文质兼美，不仅要求学生学人生观、 价值观 ， 形成良好个性和健

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培养学生求真创新
习说明文的相关知识， 还旨在引导学
生通过阅读介绍中国建筑、 园林、 绘

的精神、 实践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 画艺术的文章， 激发学生对前人非凡
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及学生的终 与杰出创造力的和中国历史的了解，
身发展打下基础。 强调了说明文的人文价值。



核心素养1

课标解读

1 课标表述

1.阅读说明类文本， 学会获取、 整合
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 有价值的信息， 理解说明文特点， 理清说

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格明文写作的内在思路和外在结构。
和关键能力， 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 2．在具体的语文实践活动中， 不仅能
中体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够整合有效信息， 还能准确地、 规范地进
核心素养， 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行语言表达， 有效地向他人传达信息。

践活动中积累、 建构并在真实的语 3．在具体的语文实践活动中， 体会家

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 是文化乡在建筑、 园林、 绘画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自信和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美 了解地方文化历史， 掌握说明类文章的写

创造的综合体现。 作策略。



核心素养2

课标解读

课标表述

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

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 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是课程育人价值的

集中体现。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

的核心素养， 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

实践活动中积累、 建构并在真实的

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 是文

化自信和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

美创造的综合体现。

4.引导学生在阅读不同类型的事物说明文以
及观察事物的基础上， 学习运用准确严谨的说明
语言、 恰当多样的说明方法、 按照科学合理的说
明顺序具体而条理地说明事物特征；在这一过程
中， 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 审美创造
等语文素养， 培养细心观察的科研能力和求真务
实的科学精神， 同时， 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索的欲

望， 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5 ． 通过不同材料的应用以及情景创设或再现，
引导学生进行复述、 转述的学习与练习， 培养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6． 通过整本书阅读， 感受法布尔细致观察的
科学精神， 培养学生对科普作品阅读的兴趣。



组织呈现1

课标解读

课标表述 | 单元内容 |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习任务

群组织与呈现。 本单元为 说明文单元， 在表达的
“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任务群学习内容：内容上契合 “发展型学习任务群” 中

阅读叙事性和说明性文本， 发现、 欣赏、 “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的要求。
表达和交流家庭生活、 学校生活、 社会生 1．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 学习运
活和大自然的美好， 热爱生活， 感恩生活。 用恰当的说明方法介绍事物特征。

阅读科技作品， 欣赏人类的科学创造， 2．通过比较、 辨析， 体会说明方
关注祖国的科技创新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法与说明对象的适切性。
交流自己的发现与体会；学习为创造人类
美好生活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的事迹，

3．读写联通， 联结生活， 学习求

激发创造精神。
真求实的理性精神。



课标解读

1 课标表述 1 单元内容 |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

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

“整本书阅读
“

学习任务群旨在

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 根据阅

读目的和兴趣选择合适的图书， 制订

组织呈现2 阅读计划， 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阅读整

本书；借助多种方式分享阅读心得，

交流研讨阅读中的问题， 积累整本书

阅读经验，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提高

整体认知能力， 丰富精神世界。

《昆虫记》是部编新教材八年级上册

第五单元要求阅读的名著， 本单元的阅读

主题是学习阅读科普作品， 其中《蝉》为

本单元自读课文， 可以以单篇带动整本书

阅读。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

“阅读科技作品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
”

， 作为科普作

品， 在《昆虫记》的阅读中学习科学知识

， 领悟科学精神， 培养科学思维。



学习要求1

课标解读

1 课标表述 I 单元内容

【阅读与鉴赏】 1．梳理作者是怎样运用合理的说明顺序安
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 理清思路，排文章结构、 使用恰当的方法组织材料和说明

理解、 分析主要内容。 语言的。 能够归纳、 概括课文使用的说明顺序
阅读说明性文章， 能把握文章的 、 说明方法和说明语言的特点， 探究不同类型

基本观点， 获取主要信息。 阅读科技 的事物说明文共性与个性特征。 在学习中感受
前人创造的智慧、 革命精神的宝贵以及大自然作品， 还应注意领会作品中所体现的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 的奥秘， 感知学者、 新闻工作者、 科学家具备

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 探索个
的广博知识、 专业素质、 科学精神和审美情趣，
体会作者传递的文明印记之美

性化的阅读方法， 分享阅读感受， 开 2 ． 激发对《昆虫记》的阅读兴趣， 运用批
展专题探究， 建构整本书的阅读经验。注阅读法赏析《昆虫记》， 掌握科普名著的阅
感受经典名著的艺术魅力， 丰富自己 读方法， 感受昆虫世界的奇妙， 体会作者对生
的精神世界。 命的尊重与热爱。



课标解读

课标表述 1 1 单元内容 1 

【表达与交流】 1．能根据要求进行复述与转述。 在复述时，

复述转述， 完整准确、 突能够根据文体特征进行复述；转述时， 能够注

出要点。 意到转述内容要根据转述对象的变化而转变。

多角度观察生活， 发现生 2．通过观察捕捉说明对象的特征， 学习运

学习要求2 活的丰富多彩， 能抓住事物的 用准确严谨的说明语言、 恰当多样的说明方法、

特征， 为写作奠定基础。 按照科学合理的说明顺序具体而条理地说明事

写简单的说明性文章， 做物特征， 培养细心观察的科研习惯和求真务实

到明白清楚。 的科学精神， 同时， 激发科学探索的欲望， 学

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第五单元
阅读
18中国石拱桥／茅以异
19苏州园林／叶圣陶
20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
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定舫
21蝉／法布尔
22＊梦回繁华／毛宁
写作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
口语交际 复述与转述
名著导读 《昆虫记》科普作品
的阅读

“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

任务群

任务一： 明确对象特征

任务二：分析顺序方法

任务三：品味语言特点

“整本书阅读”

任务群

任务一：探秘奇人奇书

任务二：探究昆虫称呼

任务三：体会昆虫温情



阅读

第五单元为说明文单元， 人文主题为 “ 文明印记” ， 是学生初中阶段第一次

正式接触说明文。 选编的五篇课文均为事物说明文， 既有科学性事物说明文《中

国石拱桥》， 也有文艺性事物说明文《苏州园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一瞻仰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蝉》和《梦回繁华》， 类型较为丰富， 特点各有不同，

主要介绍中国建筑、 古典园林、 动物的生命历程、 艺术画作。 这些事物说明文主

要通过巧妙地组织结构、 综合地运用说明顺序、 合理地使用说明方法、 准确生动

地使用字词等， 突出说明对象的特征；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潜藏着情感

的暗流， 教学时应引导学生体会作者传递的文明印记之美， 思考如何使自已成为

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



阅读

文体上， 五篇文章都是说明文， 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文学笔法。 不论师生， 可能都很难一下就

捕捉到其中的差别。 如果我们把眼光先离开文本， 转向作者， 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 茅以异首先

是一个桥梁专家， 因此在写作中会有许多科学数据的出现；叶圣陶是一位教育家、 作家， 写作时

自然会运用规范的词语与句式， 文章充满了规范整饬的美感：周定舫是一名新闻工作者， 他写这

篇文章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 而是在采访实践中形成的， 体现了极高的新闻素养。 为了表现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 ， 他采用 “ 瞻仰记
”

的形式一边瞻仰一边介绍， 让整篇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感

染力， 还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法布尔虽然是一位昆虫学家，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他

对动物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往往把昆虫当作人， 把昆虫社会当作人类社会， 因此他的笔下不仅

倾注了极其细腻的观察， 还倾注了抑制不住的喜爱之情；毛宁的身份是艺术家， 但首先也是一位

作家， 因此在他的眼里， 《清明上河图》首先不是其具有的美术价值， 而是其具有的文化和历史

价值。 正是五个作者身份的差异， 形成了五篇作品同中有异的审美风格。



口语交际： 《复述与转述》

初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 但对于一些需要特定方法和技巧的交际仍

然容易出现问题， 若能有效提高学生对文字的整合以及再加工能力， 对于学生语文综合

能力的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复述与转述》是八年级语文上册的口语交际课程内容，

对该课知识的学习， 能够进一步培养初中的口语交际能力， 并有效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 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写作： 《说明要抓住事物特征》

部编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作文教学， 主要围绕说明文展开练笔。 说明事物要

抓住特征是本单元写作训练的要点， 引导学生结合本单元课文来学方法， 练技能， 学会

如何抓住特征来说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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