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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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分）

语言积累、梳理与研究（1）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2）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0.5）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0.5）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1）

科学文化论著研习（1）

学习任务群——根植素养

选
必
上

1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纪实作品

2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先秦诸子

3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小说

4 语言积累·梳理与研究·逻辑

选
必
中

1 科学文论著作研习·社会科学

2 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文学作品

3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历史类散文

4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诗歌戏剧

选
必
下

1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诗词

2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各类文学作品

3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写景抒情散文

4 科学文论著作研习·自然科学及科学史

王本华解读



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

选
必
中
第
三
单
元

中中
华华
传传
统统
文文
化化
经经
典典
研研
习习

1 历史类散文、史传史论历史类散文、史传史论

2 语言积累·梳理与研究

33 文学阅读与写作

4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任务群设计宗旨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本任务群旨

在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

品，积累积累文言阅读经验，培养培养民族审美趣

味，增进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提

升升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增

强文化自信，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

1、依据“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任务群要求，对传统文化

经典文言文阅读，要做好：

通过文言文阅读，梳理文言词语梳理文言词语在不同上下文中的词义和用法词义和用法，

把握古今汉语词义的异同把握古今汉语词义的异同，既能沟通古今词义的发展关系，又

要避免用现代意义理解古义，做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

准确理解。

2、依据“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要求，对传统文化经典文

言文阅读，要做好：

精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

欣赏作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品的内涵把握作品的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经历，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加深对作品

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



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

3、依据“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要求，对传统文化经典

文言文阅读，要做好：

（1）阅读古今中外论说名篇，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和语言把握作者的观点、态度和语言

特点，理解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特点，理解作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阅读近期重要的时事

评论，学习作者评说国内外大事或社会热点问题的立场、观点、

方法。在阅读各类文本时，分析质疑，多元解读，培养思辨能

力。

（2）学习表达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力求立论正确，语言准确，学习表达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力求立论正确，语言准确，

论据恰当，讲究逻辑论据恰当，讲究逻辑。学习多角度思考问题。学习反驳，能够

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

（3）围绕感兴趣的话题开展讨论和辩论，能理性、有条理地理性、有条理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观点，平等商讨，有针对性、有风度、有礼貌地进

行辩驳。



任务群解读 学习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

学业质量水平：学业质量水平：

3-1 在扩展和整理自己语文积累的过程中，能发现联系，探索规律，尝试结

合具体的语言材料，说明自己对语言运用规则的理解。能借助已有的语言知识和

语感，结合具体语境分辨词语语义和情感上的细微差别；能凭借语感推断结构比

较复杂的语句的意思，能体味重要语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

这一单元是文言文阅读，理解、分析、积累语言知识，分辨词语意义和用法

是文言文阅读的基本层面，需要培养学生养成积累整理的习惯，促进阅读理解能

力。

4-3 在鉴赏活动中，能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阐释作品的情感、形象、主题

和思想内涵，能对作品的表现手法作出自己的评论。能在文学鉴赏和语言表达中，

追求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

史传史论，不仅要理解文本，更要对文学作品的形象、事件、情感、态度、

思想内涵进行深入地理解，学习时不能单纯注重文言知识点的积累。



单元教材分析 单元导语

单元主题：回到历史现场单元主题：回到历史现场

第二段介绍了本单元选文的大体情况本单元选文的大体情况，两篇来自经典作品

《史记》《汉书》的历史人物屈原、苏武的传记传记，两篇借古

讽今的史论史论。这向我们传达两个意识：品评历史人物，要将

传记人物放回历史现场，体会他们的现实处境，理解其人生

选择认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品评历史类作品，要将史传作

品和史论文章放回历史现场，把握史家观念、分析作者看待

历史角度。

第三段提出了学习本单元的核心任务核心任务：从“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现场”

角度思考作品的意蕴，感悟作者的历史观念、叙事艺术、说

理艺术、论述方式，学习任务的家国情怀、担当精神；并积

累文言基本用法。



单元教材分析 学习提示

人物风采层面：人物风采层面：这是一篇史
传类作作品，把握作品形象
史实与工笔塑造手法，理解
屈原的政治远见、高洁志向、
爱国情怀以及人格魅力。

叙事艺术层面：叙事艺术层面：叙事中融入
大段的议论，论中有情，直
抒胸臆，处处流露出作者的
郁郁不平之气和对屈原命运
的叹惋。

叙事艺术层面：叙事艺术层面：将屈原的生平事迹放在出国
日趋衰亡的大背景下展现，从侧面表现屈原
的高瞻远瞩，凸显其与国家命运之息息相关。
表现出屈原这样的优秀人物在历史滚滚车轮
中的无力感，寄寓着浓重的悲剧意味。

梳理知识层面：梳理知识层面：

诵读文本，背
诵篇目

史传文学



单元教材分析 学习提示

人物风采层面：人物风采层面：梳理苏武事梳理苏武事

迹迹，出使匈奴、因变被扣、

不惧威逼、不受利诱、苦守

北海、持节不失的事迹，理

解个性坚强、内心坚定、忠

贞自守的爱国者形象爱国者形象，探寻

他备尝艰辛却矢志不渝的精精

神力量的源泉神力量的源泉是他毫无私念、

一心为国的胸怀。

叙事艺术层面：叙事艺术层面：按时间顺序

记叙，叙事为主，精于剪裁、

善用对比、于叙事中寓论断

梳理知识层面：梳理知识层面：

史传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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