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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整体教学理念 





跨越式语文中的单元整体教学 

    将完整单元的教学内容统整在一起加以内容分析
和目标设定，再以不同的课型将单元目标逐步实现，
从而实现既能体现跨越式语文教学在教学用时分配上
的211原则，又能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新型教
学结构的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设计方法和实施方式。 
 



一、二年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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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级教材 

 



五、六年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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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课标 

语文能力 3-4年级 5-6年级 

识字 2500，1600，初步独立识
字、规范正楷字 

3000，2500，较强独立识
字、规范正楷，有一定速度 

阅读 叙事作品，朗读、默读、略
读，形象、语言、人物、想
象、优美词语，40万字 

叙事、说明作品等，朗读、
默读、速读，顺序、表达方
法、场景、人物、细节、情
境、情感，100万字 

写作 记实文、想象作文、读书笔
记、应用文，自我修改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常见应用文，分享修改 
 

口语交际 讲述见闻、表达感受、讲述
故事、转述他人话语 
 

抓住要点、表达有条理、语
气语调适当、语言优美，书
面发言稿 

综合实践 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学会
合作、解决简单问题 

解决问题、讨论分析、查找
运用资料 



从课程标准看语文学科新要求 

• 阅读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 
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  
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 

初步学会默读；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  
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思想感情； 
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  
学习略读，粗知文章大意；  
积累课内外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    

1～2年级 

3～4年级 

5～6年级 



课程标准第三学段（5～6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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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阅读速度 

阅读方法 

阅读文体 

阅读量 

标点符号 

建议默读，每分钟不少于300字。 

能借助词典阅读、揣摩文章表达顺序、领悟文章

表达方法，提出自己看法 

说明性文章：抓住要点，了解文章说明方法。 

叙事性作品：事件梗概，简述重点。 

阅读诗歌：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情境，体会情感。 

诵读优秀诗文，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

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  

体会顿号与逗号、分号与句号的不同用法。 



从课程标准看语文学科新要求 

写作 

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
写想像中的事物，写出自己对周围
事物的认识和感想。 
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
到的词语。 
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
句号、问号、感叹号  

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见闻、感受和想象，
注意表现自己觉得新奇有趣的、或印象
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  
尝试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语言
材料，特别是有新鲜感的词句。  

1～2年级 

3～4年级 

5～6年级 



课程标准第三学段（5～6年级） 

写作 

1．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 

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
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 

3．能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和想象作文，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能
根据习作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 

4．学写读书笔记和常见应用文。 

5．能根据表达需要，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6．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
款正确，书写规范、整洁。 

7．课内习作每学年16次左右。40分钟能完成不少于400字的习
作。  



 

二、中高年级模式各课型介绍 



备课思路 

Step 1 

Step 2 

Step 3 
• 明确单元目标 

•  明确课时和课型 

•  明确课时目标和流程 





 
 

《导读课》 

 

 

 

 

 

《地震中的父与子
+慈母情深》 

 

《“精彩极了”和
“糟糕透了” 

+学会看病》 

 

 

《单元主题阅读写作》 

 

 

 

 



1.单元导读课 



学生已有的基础 
（字词句篇法） 

本单元的教学
需求点 
（学生的疑点、
单元难点） 

与前期所学的提
升点 

单元主线 

课时串珠 

过程生成 

单元整合之导读课的功能与作用 

导读
课 

有 
读趣 

摸 
学情 

知 
大意 

得 
线索 



单元导读课流程 



导读课的教学需注意 

调动：所学单元相关知识 

明确：导读课的功能和作用 

衔接：填写内容再现；推荐书目 



• 环节参照1：学生阅读要有单元导读卡 

• 案例：人教五下七单元“作家笔下的人” 

单元导读的案例 



单元导读的案例 

• 环节参照2：要有参照阅读书目，配套单元主题 

• 案例：人教六上七单元“人与动物” 



2.中高年级211课型 



• 中高年级的课文依然可以通过211模式来完成，但

211的教学流程稍有变化，两个课时的教学重点也

随着中高年级的学段目标而不同 

第一课时： 字词、背景、结构、文意 

第二课时： 方法、思想、主题、迁移 



中高年级211课型 



中高年级211课型 



3.精加略课型 

 



3.精加略课型 

• 精加略课型是中高年级语文教学的常见课型，

意在将精读课和略读课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

通常需要3课时的时间完成，找到有效的精略

结合点是这种模式实施的原则。 

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

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 

——《略读指导举隅》 



结合
点 

内容 

结构 

写法 

主题 



精加略教学第一课时 

教
学
重
点 

读通课文 

大意、结构、中心句段 

与目标重点等关系不大段落 

知识目标 

自主提问质疑 



– 教学流程 

• 情境导入（2-3分钟） 

•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也可以在理清课文结构
后，随文识字）（10-15分钟） 

• 整体感知课文，理清课文结构（8-10分钟） 

• 自主质疑，利用扩展阅读（可以在课文学习之
前，也可以在后）、生活经验、上下文解决知
识性目标（对于情感类课文，有时也需落实情
感的铺垫）（6-7分钟） 

• 略读课文字词自学（3-4分钟） 

• 小结，准备后续教学（3-4分钟） 

精加略教学第一课时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第二课时 

教
学
重
点 

课文主题 

重点句段 

扩展阅读：比较阅读（写法、内容） 

 写作渗透（好在哪里？） 

 探究学习：问题、表格、合作等 

精加略教学第二课时 



– 教学流程 

• 复习导入（2-3分钟） 

• 探究学习，品读课文（15-20分钟） 

• 对比阅读，学习略读课文（10-12分钟） 

• 迁移学法，扩展阅读（5-6分钟）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 精加略教学第二课时 



教
学
重
点 

主题升华 

对比阅读 

写作方法指导 

拓展阅读（迁移学法，表格） 

迁移写作 

精加略教学第三课时 



• 教学流程 

– 小结课文主题和写法（4-5分钟） 

– 对比阅读，主题深化与写作方法指导
（3-4分钟） 

– 扩展阅读，迁移学法（6-8分钟） 

– 写作表达（20-25分钟） 

精加略教学第三课时 



案例一：《白鹅》+《白公鹅》 

• 教材：人教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名家笔下的小动

物”单元第13课和第14课 

• 类型：状物类文章 



案例一：《白鹅》+《白公鹅》 

第一课时 

1. 单元导读导入 

2. 扩展阅读，了解鹅的背景知识
（鹅的特点与生活习性） 

3. 整体感知课文，学习生字词：
自读课文，生字词互相检查，
难读字、难写字集体汇报，写
字，上下文理解词语意思 

4. 提问质疑，理清课文中心句段
和整体结构 

5. 学习课文1、2自然段（总分结
构：叫声步态，吃相，） 

第二课时 

1. 复习导入（鹅的特点，哪些方面） 

2. 探究学习，品读3~5自然段 

 （1）提出学习任务（划词句，谈感受） 

（2）利用表格，自主探究 

（3）学法（阅读）引导，品读词句 

 （4）合作讨论，感悟词句（迁移
学法） 

 （5）汇报交流，品读词句 

3。比较阅读（精读和泛读）（利用
表格感悟两篇文章中鹅的形象、
性格和手法不同） 

第三课时 

1. 小结课文的写作方法（特
点、修辞） 

2. 对比阅读（精读、略读），
分析不同作家描写动物的
不同（写作风格、语言风
格、作家情感） 

3. 迁移学法，拓展阅读（表
格） 

4. 汇报交流，总结提高 

5. 动物片段打写 

优秀方案/白鹅/《白鹅》第一课时设计.doc
优秀方案/白鹅/《白鹅》第二课时设计.doc
优秀方案/白鹅/白鹅第三课时设计录像版.doc


案例二：《富饶的西沙群岛》+《香港，璀璨的
明珠》 

• 教材：人教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祖国的大好河山”

单元第22课和第24课 

• 类型：写景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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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时 

1. 背诵诗句，情境导入 

2. 扩展阅读，了解背景知识 

3. 初读课文，生字字音检查 

4. 整体感知课文，理清课文
结构 

5. 课文朗读检查，随文识字、
理解词语 

6. 概括课文中心句（风景优
美，物产丰富），铺垫后
续教学 

富饶的西沙群岛+东方之珠（写景+结构） 

第二课时 
1. 复习导入 

2. 探究学习，品读课文2~6

自然段 

（1）提出学习任务 

（2）引导学习某一
节内容 

（3）自主探究 

（4）合作讨论 

（5）汇报交流，品
读词句 

3. 对比阅读，品读感悟（文
中拓展） 

第三课时 

1. 讨论课文表现方法：“如何
围绕特点，把它写具体”。 

2. 对比阅读，深入理解课文表
现方法（围绕特点写具体） 

（1）提出学习任务 

（2）自主探究 

（3）合作讨论 

（4）汇报交流，总结提
高 

3. 迁移学法，拓展阅读
（表格） 

4. 汇报交流，拟写作提
纲 

优秀方案/富饶的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一课时.doc
优秀方案/富饶的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二课时.doc
优秀方案/富饶的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第三课时.doc


案例三：《花钟》+《找骆驼》 

• 教材：人教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身边的奥秘”

单元第13课和第16课 

• 类型：说理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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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钟+找骆驼（说理/主题） 
课文讲解 拓展阅读 写作 

第
一
课
时 

不同难度要求的生
字词；初读课文；
感受并朗读优美段
落；分析比喻和拟
人手法 

运用比喻和拟
人手法，描写
花的姿态颜色
形状的8-10个
短小精彩片断 

运用比喻拟
人手法写花
的一个方面，
三言两语 

第
二
课
时 

深读课文，分析结
构，总结学法；运
用方法学习略读 

与此结构相似
的其他完整文
章5-6篇，巩固
深化迁移 

无 

第
三
课
时 

重点回顾（写作结
构），口语应用；
拓展阅读，自列题
纲，修辞运用 

按照“观察
分析”的结构
组织的3-4篇少
儿作文拓展材
料 

先列题纲写
顺序（用结
构），再细
化写作（用
比喻拟人手
法） 



案例四： 《新型玻璃》+《假如没有灰尘》 

• 教材：人教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说明文专题”

单元第11课和第12课 

• 类型：说明类文章 



       新型玻璃＋假如没有灰尘 
课文讲解 拓展阅读 表达 

第
一
课
时 

不同难度的生字词；
初读课文；抓住课
文大意玻璃的特点
和作用，总结说明
方法 

不同说明方法
在说明同一类
事物的不同表
现形式 

［写作］运
用不同说明
方法说明一
种玻璃的特
点 

第
二
课
时 

总结课文重点和说
明方法，运用表格
学习略读课文的重
点和说明方法；横
向总结 

用同一种说明
方法说明不同
事物的表现形
式 

［口头］用
略读课文的
新说明方法
表达精读课
文内容 

第
三
课
时 

重点回顾，给出任
务；拓展阅读；观
点辩论 

三类拓展阅读
材料 

［辩论］运
用本单元总
结的说明方
法、思想方
法 



富+东 

(写景/结构) 

花+找 

(说理/主题) 

鹅+白 

(状物/内容) 

新+假 

(说明/手法) 

第
一
课
时 

整体感知 

解决字词 

概括课文 

拓展阅读背
景知识 

整体感知 
解决字词 

第一、2段落解决 

写作手法的对比拓
展阅读 

迁移片断写作 

背景知识阅读 
整体感知 
字词解决 
理清结构 

学习第一、二
自然段 

整体感知 

解决字词 

对比阅读（手法的
应用） 

片断写作表达 

 

第
二
课
时 

文中探究 

品读课文 

文中拓展对
比阅读 

总结学法 

探究学习 

迁移略读（结构） 

泛化拓展 

总结学法 

探究学习 

精略比较阅读
（性格、形象，
手法） 

复习课文 

方法总结 

迁移略读 

拓展阅读 

单元总结 

第
三
课
时 

总结写法 

迁移略读 

拓展阅读 

写作表达 

课文回顾 

拓展阅读 

写作应用（文章） 

课文写法总结 

精略比较阅读
（写法） 

拓展阅读 

片断写作 

确定辩题 

拓展阅读 

实施辩论 

总结辩论 



精略结合课型各课时侧重点 

三个课时教学目标分布 

– 第一课时：围绕生字词、抓住课文大意，梳理结构进行，
拓展阅读背景性或知识性材料，写作简短内容 

– 第二课时：围绕课文主题，理解（重点）、分析（方法）、
深化（略读）、迁移（拓展），其中拓展紧扣主题的材料 

– 第三课时：围绕语言应用，抓住训练重点（主题深化、结
构运用、写作手法等），充分拓展阅读，针对重点写作 

三个课时的核心词 
– 理解（从外到内，写了什么[大意,脉络]） 

– 品悟（从外到内，为什么这样写[意图],好在哪里[揣摩]） 

   （学一学［精］；练一练［略］；用一用［拓］） 

– 创造（从内到外，我也可以这样应用[主题,写作手法]） 

 



4.单元主题阅读和写作课型 

 



单元主题阅读 

自主
阅读 

广度 
阅读 整体 

教学 

深度 
阅读 

悦趣 

发展 
…… 

睿智 



促进学生对本单元所有文本
的深度理解! 

实现学生的迁移创新应用!! 



主题
阅读 

语言 

风格 
写作 

手法 

文章 

主题 
蕴意 

内涵 

形象 

特色 

感悟 

提升 所有文本 
包含有…… 



落实单元

目标 

概全貌 

整体感知

内容 

展视野 

拓宽文章

角度 

加大阅读

量 

挖深度 

目标内化 

练文法 

语文性的

运用 

主题阅读课目的 



主题阅读课流程 



？ 

读什么？ 

怎么读？ 

读成什
么样？ 

为什么？ 

有关单元主题阅读…… 



有关单元主题阅读…… 

功能 
与 
作用 

概 
全貌 

展 
视野 

挖 
深度 

练 
文法 

深化主题 
 
拓展视野 
 
加大阅读量 
 
确保211模式中的第
一个“1”有充分的
时间保障 
 

深度阅读、广泛阅读
得以保障 
 



单元 
主题写作  

呼应单元主题  

评改、练笔 方法外化  

单元主题写作课是最能体现整个单元学习效果的课

型，是继导读、课文、阅读课之后的升华课型，是在单

元目标的基础上，学生通过写作、评改等方式或活动来

提升语文素养的课型。 

主题写作课型 



LOGO Your site here 

梳理写法（呼应前文，

写作的角度） 

联系个人实际，写作

（可与语文园地结合） 

习作修改 

汇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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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写
法 

个性化
写作 

习作修
改 

个性交
流 

主题写作课流程 



2.呼应 

3.练笔 

1.导法 4.评改 

有关单元主题写作…… 



四、整体教学注意事项 

 



注意1：整体目标设计——读、悟、用 

朗读：读准字音、读出感情 

默读：了解文意 

对比读：比较写法、比较情感、比较效果 

扩展读：主题扩展、写法扩展 

课外读：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相关著作 

形成自己的感悟。支持性材料：社会背景、人生经

历、同时期作品、他人的评议等 

仿写、缩写、续写、扩写、改写、自由创作等 

读 

悟 

用 



将单元整体教学目标与阅读

课教学目标相结合，从单元整体

教学角度入手，涵盖单元所有课

文、语文园地里的积累、口语交

际和写作等，寻找深入挖掘的教

学点，确定每篇文章都应该达到

的共性目标。 



注意2：灵活处理，活动多样 

– 精加略三个课时分配依然符合  

课文学习：拓展阅读：拓展写作=2:1:1 

– 不一定每个课时都要有打写，可从课时分配的

需求来调整 

– 灵活设置课型及内容 

 



单元主题 
阅读 

学生个性化阅读 

小组分享阅读 

班级集体研读 

师生经典共读 



注意3：能力的培养 

能力 

Add Your Text Add Your Text 

Add Your Text Add Your Text 

字词学习能力 精读与略读能力 

课外阅读能力 信息加工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 …… 



注意4：质疑和思维 

注重质疑与问题设置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观察 

想象 

联想 

批判 

类比 

…… 



注意5：提供多种阅读工具 

 Diigo社会化批注工具  

Diigo是一款有力的资源搜索与管理工具,一个知识分享的平台。你可以通过它

(交友、分享，还可以收藏自己喜欢或常去的页面,同时可以编辑页面、添加标注。 

• 在线标注功能，包括文字高亮标识和注释； 
• 收藏功能； 
• 强大的查找功能； 
• 一个庞大的合作平台，供用户相互间交流，共享功能； 
• 组织论坛 



注意5：提供多种阅读工具 

 概念图工具  

概念图是一种知识以及知识之间的关系

的网络图形化表征，也是思维可视化的表征。

一副概念图一般由“节点”、“链接”和

“有关文字标注”组成。 

单元主题阅读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用

概念图的形式来逐层深挖文本内容。 



注意5：提供多种阅读工具 

 表格工具  

表格，又称为表，即是一种可视化交流模式，又是一种组织整理数据的手段。 

教师可以根据本单元主题阅读的具体目标，设计表格请学生对比文章的异同，从而

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 



注意5：提供多种阅读工具 

 数码故事工具  

通过图片、文字、音视频等工具，集成

短片的形式展示特定内容。 

单元主题阅读完成后，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对本单元文本的理解，制作数码故事，进

行最终的分享交流。 



推荐资源 

• 中高年级创新教学模式研究之精略结合课型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2732&courseId=1

14417 

• 中高年级语文教学模式与案例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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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年级精加略课例集 

http://www.etc.edu.cn/kuayue/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2732&courseId=114417
http://lcell.bnu.edu.cn/lc/lc_index.jsp?id=2732&courseId=114417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101143
http://lcell.bnu.edu.cn/do/lcpage?action=view&koId=101143
http://www.etc.edu.cn/kuayu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