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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

第一单元
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

—理论的价值

第二单元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

—苦难与新生

第三单元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历史的现场

第四单元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

—丰富的心灵

   本单元所选的作品属于“中国革命
传统作品研习”新课标学习任务群，以
“苦难与新生”为人文主题。本单元所
选的作品，有的寄托对烈士牺牲的深切
哀痛，表达对正义力量的信心；有的展
现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揭示中国革
命的意义；有的描绘革命斗争的场景，
反映革命志士的高尚品质和人民群众的
不懈奋斗。学习本单元，深刻认识革命
历程，激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了解
纪实作品和虚构作品各自的特点和表现
手法，欣赏作家塑造艺术形象的深刻功
力和富有个性的创作风格。

选
择
性
必
修
中
册



任务群解读 单元导语

学习目标与内容：学习目标与内容：

（1）诵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精读反映革命传统

的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注意选择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

大历程的作品，感受作品中革命志士、英雄人物和劳动模范的艺术形象，

弄清作品的时代背景，把握作品的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获得审美

体验。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经历，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

解，力求有自己的独到认识。

（2）阅读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特别注意选择具有理论高度和

引领作用的论著，分析其中论证的逻辑性和深刻性，体会革命理论著作严

密逻辑和崇高精神有机结合的特点，提高理性思维水平。

（3）阅读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讯、报告、演讲、访谈、述评等实用性

文体的优秀作品，联系思想实际和亲身见闻，以正确的价值观，深入理解

其内容，学习其写作手法。



学习提示

（1）在选择阅读材料时，既要关注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语言规
范性，又要尽量有针对性；同时要视野开阔，努力发掘新的材料，
尤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新材料，使这一任务群的内容，逐渐丰富
起来。
（2）教师应利用多种形式，针对学生思想实际，敏锐发现热门
话题，开展研讨活动，增强学生的论辩能力。也可在学生充分发
表不同意见的基础上，邀请观点正确、有影响力的专家来指导、
答疑或总结，以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结论。
（3）重视对作品有关背景的深入了解，可通过实地考察、人物
访谈等课外活动，获取真实资料，撰写读书笔记，整理采访记录，
撰写学习体会和感想，以加深对革命活动背景和英雄人物思想境
界的深刻理解。也可与历史课、地理课结合，组织跨学科的学习
活动，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口头交流、现场记录、
文稿整理、理论论证的能力和水平。

教学提示：教学提示：

任务群解读



单元任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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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质量水平：学业质量水平：

任务群解读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任务学习

学业质量水平：学业质量水平：学习本单元，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催人奋进,“小二黑”们反抗封建婚姻的斗争令
人欣喜,“芦柴棒”们悲惨的生活引人同情……本单元的作品展现了革命斗争的不同方
面,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走向新生的伟大历程。阅读本单元的课文,结

合具体内容,思考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苦难深
重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斗争，以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换来了国家的解放、民族
的新生。了解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思考中国革命的意
义，理解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认识历史，把握当下，树立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本单元所选的作品，有的寄托对烈士牺牲的深切哀

痛，表达对正义力量的信心；有的展现旧中国劳动人
民的苦难，揭示中国革命的意义；有的描绘革命斗争
的场景，反映革命志士的高尚品质和人民群众的不懈
奋斗。
学习本单元，深刻认识革命历程，激发奋发向上的

精神力量；了解纪实作品和虚构作品各自的特点和表
现手法，欣赏作家塑造艺术形象的深刻功力和富有个
性的创作风格。

第一段明确了本单元的人文主题：苦难与新生。
苦难是什么？新生是什么？苦难与新生二者是
什么关系？本段做了整体引导。“党史”是高
考不朽的话题。

第二段介绍了本单元选文的大体情况，主题上
都是对苦苦难难与与新新生生的的吟吟唱唱，用回回忆忆性性散散文文（（纪纪
实实作作品品））、、报报告告文文学学和和小小说说((虚虚构构作作品品))不同的
文学表达，引起学生对“苦难与新生”的思考。

第三段提出了学习本单元的核心任务核心任务：从“激激
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角度体会作品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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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都是以写人记事为主的纪念性散文。前
者赞扬以刘和珍为代表的“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后者感叹白莽、柔石等人
的牺牲使“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两篇文章都表达了对青年革命烈士的哀悼和对
反动势力的痛恨。
《记念刘和珍君》“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哀痛，表达了革命者至

情的文字”（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学习时，要注意概括刘和
珍的有关事迹，梳理本文的情感发展脉络，体会鲁迅在字里行间表达的“至情”，以
及对烈士牺牲意义的理性思考。文中很多语句值得反复品味，比如作者一方面说“我
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另一方面又说“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又如“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
默中灭亡”等。这些都是理解本文思想与情感的切入点。
《为了忘却的记念》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作，重点回忆了白莽和柔石。作者

选取一些看似零碎却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小事，勾勒出两位烈士的崇高形象。文中的
议论和抒情文字也非常精辟、感人，阅读时要注意感受其表达效果。“惯于长夜过春
时”一诗，感情深挚沉痛，与文中一些内容相互印证，不妨反复诵读，深入体会。

两篇文章有许多可以比较之处：比如二者都提到了“忘却”，前者以讽刺的口吻
说“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后者则说“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又如二者
都带有很强的抒情性，但前者的抒情直露显豁、汪洋恣肆，后者则使用了不少曲折隐
晦的笔法。这些都值得深入探究。

《记念刘和珍君》和
《为了忘却的纪念》都是
鲁迅为纪念牺牲的进步青
年所写的回忆性散文，但
在写作手法和语言表达上
又各有特色。认真阅读两
篇文章，可以从两篇文章
简洁的叙述、精辟的议论、
尖锐的讽刺等方面，把握
鲁迅特有的文字表达风格；
还可以同中求异进行比较，
同样是抒发悼念的情感，
两篇文章在具体风格和写
法上有什么不同（比如：
前者直露显豁、感情浓厚
炽烈，后者使用了不少隐
晦的手法）。



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黑
暗势力的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报告文学
《包身工》反映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作品记述了
当时包身工们悲惨的生活和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写
出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工人的野蛮压榨和残酷迫害，
揭示了“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包身工制度必然覆
灭的命运。
这篇报告文学用文学的语言和手法报道社会生活

中的典型事件，真实再现了包身工晨起与做工时的悲
惨状况，字里行间饱含同情，阅读时要多留意其新闻
性与文学性是如何做到有机统一的。文中有大量的细
节描写，阅读时要注意分析和体会。
另外，还要结合文中交代的一些背景材料，把“

包身工”现象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思考，理
解造成底层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体会作者“灵魂的
震动”（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单元教材分析

《包身工》用文学笔法报道真实事件，其
中的人物、事件、环境都是真实的，但又运用
了较多的文学手法，如塑造形象、刻画细节、
营造气氛，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深入阅读课
文，结合具体内容，欣赏作品新闻性与文学性
的统一。
可与《喜看稻菽千重浪》、《县委书记的

榜样》、《大战中的插曲》等文章进行比较阅
读。
此外，关注2023年全国甲卷现代文阅读Ⅱ

王愿坚《支队政委》的设题方式，关注不同文
本的文体特征。这是目前高考考查的重中之重。
正如课程标准所强调：阅读关于革命传统的新
闻、通讯、报告、演讲、访谈、述评等实用性
文体的优秀作品，联系思想实际和亲身见闻，
以正确的价值观，深入理解其内容，学习其写
作手法。



革命为了人民群众，也要依靠人民群众。本课三篇小
说用不同方式抒写了革命者的情怀，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荷花淀》歌颂了白洋淀抗日军民
的斗争精神与美好情感，《小二黑结婚》讲述了根据地青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婚姻自主、走向新生活的故事，
《党费》表现了地下工作者对党的忠诚与忘我的牺牲精神。
阅读时，要体会这几位作者深入生活、讴歌人民的共

同创作追求，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荷花淀》
以清新的笔触刻画了善良勇敢的抗日军民形象，充满诗情
画意；《小二黑结婚》具有极强的乡土气息，“土味”的
语言使得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党费》中的故事扣人心弦，
体现了革命斗争的艰险和革命者对党的热爱与忠诚。
三篇小说都注意通过细节塑造人物、表达情感，如水

生嫂被苇眉子扎破手指时的动作、神态，三仙姑老来俏妆
扮的悄然变化，黄新珍藏的镰刀锤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
红的旧党证，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或精神
品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阅读时要细细品味。

单元教材分析

《荷花淀》《小二黑结婚》节选
《党费》都是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
活后的创作成果，都塑造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典型形象。选择你最喜欢的一
个人物形象，分析其性格特征，并结
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小说中的社会背
景，说说人物的典型性体现在哪里，
并且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共性。

教师在授课时开展研讨活动，增
强学生的论辩能力。重视对作品有关
背景的深入了解，可通过实地考察、
人物访谈等课外活动，获取真实资料，
撰写读书笔记，整理采访记录，撰写
学习体会和感想，以加深对革命活动
背景和英雄人物思想境界的深刻理解。
也可与历史课、地理课结合，组织跨
学科的学习活动，在提高思想水平的
同时，提高学生口头交流、现场记录、
文稿整理、理论论证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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