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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统编本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策略浅探 
——以探究中国古诗文中“悲秋”的文学现象为例

摘　要：当前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中普遍存在着教学认知偏颇化、教

学方法单一化、教学目的功利化等问题。在课标修订和教材更换的双重改

革背景下，通过学习任务群教学模式的展开，引导学生围绕“学习任务”

展开教学，从依托教材文本，设定任务主题、创设真实情境，设置有效问题、

提供必要资源，拓展群文阅读、鼓励追根溯源，链接实际生活等方面展开

古诗文学习，对于提升学生思维品质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习任务群；高中语文；古诗教学；“悲秋”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以下简称《课标》）将高中语文课程内

容安排设置为十八个专题学习任务群，其中与古诗

文相关的占七个 [1]。“学习任务群”打破传统局

限于教材与单篇课文的教学形式，要求开展具有广

域性的课内外结合的群文阅读；也超越简单线性的

逐项训练技能、逐点解析知识的单一化学习任务，

形成具有情境化、系统化、合作类、整体性、实践

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特征的言语实践和专题学习活

动 [2]。同时，以群文教学和专题学习为主要形式、

以学习任务群和人文主题双线组元的统编本高中语

文教材于 2019 年正式投入使用。高中语文课堂教

学面临着《课标》和教材更换的双重改革，这无疑

为高中古诗文的文本解读与课堂教学提供了新的角

度、思路和组织模式，也势必要求一线教师在教学

中积极改变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有效带动语

文课堂教学走向深层变革，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

心素养。本文主要以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编的

《登高》（杜甫）为依托，通过学习任务群教学

模式的展开，引导学生围绕“学习任务”展开群

文阅读，深入探究中国古诗文中“悲秋”的主题

意蕴，提升学生思维品质，进一步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缩影，古诗文

语言精练、意蕴无穷，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难点之

一，也是学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的教学内容。当前

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主要存在着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教学认知偏颇化。当前高中语文教师

对于古诗文教学认知存有偏颇，往往强调学生对于

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掌握，在古诗文教学中偏向于

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注重讲授教材选编的古诗文内容

和巩固课程知识，忽视了给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时

间和空间，忽略重构语文知识结构 [3]。学生往往

只掌握古诗文的表面意思，难以实现鉴赏能力、思

维能力的提升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第二，教学方法单一化。高中阶段课程时间

紧张，学生语文学习的时间与教师的语文教学时数

有限，教师为更好把控课堂教学过程、完成既定教

学任务，往往忽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自行把握课

堂节奏而缺少与学生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单一化

的教学方法容易形成枯燥乏味的学习环境，造成禁

锢学生思维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学生的古

诗文学习兴趣，甚至产生排斥心理，出现恶性循环。

第三，教学目的功利化。在高考巨大升学压

力的影响下，往往对于教学的最主要目的产生一种

普遍性的错误认识：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学生取得最

高的分数。这在高中语文教学重难点之一的古诗文

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当下教育环境中，不少

高中语文教师的古诗文教学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强调考试问题，教学中让学生机械化地记忆标准答

案，以传授应试技巧为重点，偏离了古诗文教学应

有的意境、感情、精神内涵等的鉴赏和理解，不利

于学生长远发展。

二、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

策略

《课标》在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提示中多次提

及可采用比较阅读、专题教学等方式展开教学。针

对当前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存在的系列问题，学习

任务群视域下的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需要优化教学

（南安市昌财实验中学  福建南安  3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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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选编的古诗文为依托，

通过学习任务群教学模式的展开，引导学生围绕“学

习任务”展开群文阅读，让学生通过合作、探究的

言语实践和专题学习活动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这一

部分主要结合《登高》（杜甫）深入探究中国古诗

文中“悲秋”的文学现象和主题意蕴，探讨学习任

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策略。

（一）依托教材文本，设定任务主题

开展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

的基础。学习任务群教学模式的展开，需要以教材

选编的古诗文文本为依托，以《课标》的相关要求

为标准，在对学生学情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准确

设定适合度更高的教学目标。深入分析教材选编的

古诗文文本的内容，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基本情况

与文本的写作背景，这有助于学生在辅助材料的帮

助下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确定教学目标后，从中

提炼与设定主题，确保为学生提供规划清晰的学习

任务群的后续操作流程，同时也有利于对学生古诗

文学习思维形成刺激，确保教学的顺利进行。

杜甫《登高》一诗编选入统编版高中语文教

材必修二第二单元。全诗借登高所见悲凉、萧瑟的

“秋”景，以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的方式表达作者

老病孤愁、常年漂泊不定的悲伤之情[4]。通过对《登

高》一诗展开分析，可以发现作者“悲秋”主要包

含了三方面内容：第一，自然之“秋”。前两联所

列的“风”“天”“猿”等八个意象，带有明显的

悲凉、凄清色彩，是由作者登高所见之秋景所引发

的“悲”情。同时，结合写作背景以及后两联，可

以看出作者此时处于“人生之秋”，人生理想尚未

实现，且故乡难回。第二，所悲之秋还带有壮志难

酬而又漂泊不定的悲生命之“秋”的第二层内容。

加上作者受关心民间疾苦、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影

响颇深，所言“艰难”除自身际遇之艰难外，更带

有对“安史之乱”后国事之艰难的感叹。第三，作

者在人生之“秋”登高见到自然之“秋”，感慨国

运之“秋”，“悲秋”厚重、深沉。自“千古悲秋

之祖”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

的“悲秋之叹”后，“秋”作为中国古诗文里面最

为常见的典型意象之一，“悲秋”也成为中国古代

文人常见的一种抒写习惯和共同心理结构，成为中

国古代诗文史上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笔者在对《登

高》文本的深入解读后，设定展开学习任务群教学

的主题：探究中国古诗文中“悲秋”的文学现象。

（二）创设真实情境，设置有效问题

《课标》指出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的重要载体在于“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

情境”。这就要求教师在创设学习情境之时，需要

结合学生生活与学习中可能遇到的真实情境而展

开，其中注意虚拟情境的合理性，特别是得充分考

虑将新知识与学生已有学习经验相结合，努力还原

语文学科知识的产生与具体应用的背景，更好地促

进学生提升语文阅读、写作等关键能力，进一步完

善知识结构。同时，教师应在学习任务群主题的统

摄下，以设置有效问题（链）的形式让学生对学习

任务更为清晰，进一步明确学习方向 [5]。通过问

题的设置与引导，让学生带着任务走进古诗文，深

入探究古诗文的主题意蕴，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在“探究中国古诗文中‘悲秋 '的文学现象”

这一学习任务群主题的引领下，设置情境：揭秘中

国古代文人“悲秋”的心理综合征。仔细阅读可以

发现，杜甫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秋”

字的诗歌有四十余首。教学中笔者首先一方面设置

“任务问题链”：认真阅读杜甫诗歌中含有“秋”

意象的诗歌，思考：在“诗圣”杜甫诗歌中“秋”

的特点；诗人为何对“秋”情有独钟？诗人用“秋”

表达了一种怎样的感情？“秋”会成为中国古诗文

中经典意象的原因？让学生带着这些任务问题链进

行诗歌的文本细读。另一方面，笔者为学生提供必

要的写作背景，让学生能更好地“知人论世”，了

解诗人笔下之“秋”所呈现出的凄清、萧条、寂静

和落寞的“悲秋”色彩。

（三）提供必要资源，拓展群文阅读

有效拓展延伸要求教师结合学生学情和任务

需要，进一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源。学习资

源的选择要求以学习任务群主题为统领，对主题集

中切近的学习资源进行归类、重组，同时考虑到学

生的学习精力、知识积累与能力水平。这也要求教

师准确把握资源定位，选择具有相同背景或体裁的

教材资源以及课外资源进行精准补给，以课内一篇

带动课外多篇，方便展开后续的专题和对比的群文

阅读 [6]。同时，需要教师突出整体意识，也就是

要在学习任务主题及教学目标的统领下，重新进行

整合资源和学习内容，将其分散或分解到展开学习

任务群教学模式的各个具体环节之中，展开具有情

境化、系统化、合作类、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

和综合性特征，以及适合学生发展的言语实践和专

题学习活动。

在文学史长河中“悲秋”之声不绝于耳，成

为中国古诗文中重要的文学主题之一。笔者以时间

为序，为学生印发《诗经 • 正月》《诗经 •谷风》

《诗经 • 蒹葭》《诗经 •氓》《九辩》（宋玉）、

《燕歌行》（曹丕）、《天净沙 •秋思》等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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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描写“秋”相关的诗句、段落，引导学生展开专

题性的群文阅读，让学生对于与“秋”这一意象相

关的中国古诗文有着较为清晰的线性发展的了解。

在此基础上，教师为学生提供“秋”这一比较点，

要求学生对所提供的古诗文展开比较阅读，了解古

诗文中“悲秋”主题的发展：《诗经》与“秋”相

关的文本中，如《氓》中桑叶的变化，“秋”的作

用更多地在于引出后文所吟咏之事，亦即其“秋”

的意象刚开始只是作为比兴手法。直到《九辩》开

创“悲秋”先河，便使“悲秋”与古诗文结缘，带

上了文人特有的失落情绪和忧患悲凉色彩。

（四）鼓励追根溯源，链接实际生活

开展学习任务群教学模式，更多需要充分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在合作、自主与探究

的学习活动过程中完成围绕主题而设置的系列问题

和任务，追根溯源，让学生从阅读的初体验逐步走

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学会阅读、学会深度思考，

提升学生思维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明显体现了“任

务驱动导向”和“学习项目倾向”[7]。同时，为更

好改善课程教学效果，教学中注意与学生实际生活

相链接，通过多样认知活动的创设，进一步启发学

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诗歌鉴赏能力和任务群学

习能力。

在问题的引导下，笔者为学生提供《中国古

典诗的春秋与夏冬——关于诗歌的时间意识》（松

浦友久）和《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等与“悲

秋”主题形成原因这一比较难的问题的相关探讨的

书籍，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四个季节为何选择

“秋”？而“秋”为什么会“悲”？“悲”与“秋”

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内在关系？结合阅读材料，组织

学生探讨：古人讲究“天人合一”，认为“秋”主

阴，时序与万物有着相对关系。秋天万物凋零、草

木摇落，萧条肃杀之气明显，对应着衰败，感性观

念随着时间积累容易变为理性认识，“秋”便含特

有的文化积淀[8]。古代不少文人怀有强烈的儒家“达

则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与济世使命意识，但又容

易受诸多因素限制而壮志难酬，故而容易形成悲感

意识。

加上中国古代文人的失落心态与秋天的萧条

肃杀之悲凉感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在文人笔下将秋

景与哀情统一，将物象与情感统一，这就导致古代

与“秋”相关的不少古诗文带有“悲”情，形成“悲

秋”意象。通过如上的分析讨论，让学生深度了解

中国古诗文中“悲秋”这一重要的文学主题的美学

定型：读者阅读以审美经验为基础，文人创作中以

较为含蓄的方式通过“秋”来表现和寄托“悲情”

这一相对稳定的情感，因此“秋”会成为中国古诗

文中经典意象，“悲秋”也就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

文学主题之一。

此外，通过开展诗画结合活动或文学短评活

动，让学生将自身学习感受与诗文内容进行巧妙结

合，并以绘画的形式将其展示出来；或是要求学生

在学习任务群的视域下综合性点评多篇诗文，强化

学生全面化、整体性的诗文学习能力。笔者设计作

业：中国古诗文形成“悲秋”的传统，但也存在着

“我言秋日胜春朝”的作品。请找找赞美秋天的古

诗文作品，并说说你更喜欢哪一种情感？通过对比，

让学生强化对“秋”意象的理解，以及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

结束语

总而言之，从确定主题到设置问题，从整合

资源到创设情境，从群文阅读到追根溯源，学生在

学习任务群教学模式的展开过程中逐步走向古诗文

的深度阅读与思考。以《登高》一诗为依托开展学

习任务群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进行群文阅读，探究

中国古诗文中“悲秋”的文学现象的发展和成因，

让学生对于古诗文“意象”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也对古诗文的魅力形成更为深刻的感受。提升学生

思维品质的同时，也培养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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