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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编撰



编写理念
教材编写理念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

文课程标准以及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三个方面。

语文课程标准
遵循语文课程标准的方向引领，做到“守正

创新，破立并举＂。语文统编教材力争在“

破立并举＂的目标指引下 实现“守正“ 基

础上的“创新”。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追求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定位，做到“

以人为本，目标一致＂。统编语文教材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应体现对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编写“立意”方面，统编教材始终站在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思想高位上，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润物无声地整体

渗透。

语文教材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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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统编教材的双线组元



以“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双 线组元

双线组元的作用
双线组元的设计思路能够优化和调适教材结构，既强调语文与生活的联

系，重视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渗透，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

语文综合素养的训练
双线组元的设计思路可以保证语文综合素养的基本训练，使教学有一条

大致可以把握的线索，也有层级序列较为清晰的梯度结构。

双线组元
以往教材多以“人文主题”、“文体”、“能力”等要素单线组元，导

致教材结构松散、教学情感标签化，文体分类困难使不同学段学习内容

重复低效，束缚教师教学思路忽略选文其他价值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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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组元的设计思路强调落实立德树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等），又重视发展核心素养（必备品格、关

键能力等）。

落实立德树人

编写理念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在此得到了呼

应和凸显，即强调语文与生活的联系、重视

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渗透，以及保证语文

综合素养的基本训练。

编写理念的呼应

以“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双 线组元



结构化地编排单元内容

结构化编排单元内容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从三个角度构建

人文主题教育体系，并以学习任务

群为线索统筹规划、有机整合单元

教学。

统编教材的结构主义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统编教材将学科

核心素养的基本因素分成若干个知

识或能力训练点，由浅入深、由易

及难地分布在各个单元中。

结构化设计

结构化设计还体现在教材单元的版

块设计上，例如小学高年级教材单

元版式主要为＂阅读＋ 口语交际

／习作＋语文园地"，初中主要为

＂阅读＋写作＂或＂阅读 ＋写作

＋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名著导

读／课外古诗词诵读＂，高中 主

要为＂阅读＋单元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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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统编教材需要单元整合教学



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教学

语文统编教材

塑造学习形象

学科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的重点，

也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

指向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需

立足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四

要素，从关注知识、技能、课文

教学转变为单元一体化教学。

语文统编教材是语文学科核心素

养培育的重要凭借，教师需从现

实需求出发理解和使用教材。

学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语文教学

呼唤单元整合教学，有助于促进

学生摆脱“知识技能存储器”的

角色固化，塑造学科核心素养发

展者的学习形象。

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现实呼唤



教材与课程标准
语文统编教材是基于课程标准编写的，因此课程标准的理念主张应成为理解和使

用统编教材的理念主张。

“整合”思想

单元整合教学

语文猓程标准的内在要求

《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 20 17 年版）》渗透着浓厚的“整合”思想，出现

21次，意在规避课堂学习的碎片化或知识摄取的零散化问题。

知识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彼此孤立的，能力是全面的而非单一的，只有在单元整合

教学中，学生才能达成“精细、厚实、全面”的能力表现。



统编教材的特点
语文统编教材是基于课程标准、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编写的，需要单元整合教学理念的介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

使用。

语文统编教材的必然选择

单元整合的可能性
统编教材坚持“单元设计”的体例，采用双线组元形式结构化地编排教学内容，为基于教材单元设计单元整

合教学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培养整体意识
课程视野中的教材单元本是有机关联的整体，若只让学生沉浸于单篇课文的学习，不去思考局部与整体、课

文与课程的关系，会影响学生获得深度、持久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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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内涵属性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内涵属性

单元整合教学
单元整合教学是当前语文教学的应然取向，但需要阐明“单元”的定义和如何基于“单元”进

行整合或整体教学。

单元的分类
教育视域中的“单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系统化内容为基础的教材单元或学科单元，另

一类是以学生真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活动单元或经验单元。

现实语文教学问题
现实语文教学中，教师对两种单元的理解和实践都存在偏差，单篇课文的教学模式下必然存在

肢解知识模块的问题，课堂授受的教学形态中也必然存在消散完整的学习过程的危险。



核心素养目标

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溜教授认为，新课程标准明确了学科教学的

逻辑起点是学科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目标从知识点转变为关

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观念的培育。

大单元设计

大单元设计是教师在语文统编教材中教材单元的基础上，创设

“活动单元”的一种主张，包括基于教材单元固有结构进行内

容重组、资源补充与教学整合，或打破教材单元固有结构，用

系统论的方法对教材中内容进行深入分析、重组与整合。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内涵属性



大单元教学设计框架

本文构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框架主要指向第一种解释，即立足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基于教材单元固有结构，对情境、内

容、方法、资源等进行大单元整合设计。

微课程

一个“大单元”就是一门“微课程”，多个内在关联的“微课程”将构成一门学科课程。因此，要关注单独的教材单元，

还要站在课程链条上理解相互联系的多个教材单元。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内涵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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