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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月16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有关情况。260多位专家历时4年完成的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4门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版，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行。

与高考综合改革相衔接的新课程标准出台后，各学科标准到底有哪些主要变化？学科核心素养该如何实现？教师又该如何将要求具体落实到教

学中？本报思想版将围绕这些问题，陆续刊出各学科的专家访谈、先行实践和名师观点，帮助广大一线教师深入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同行的探索。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从第一次看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

称新课标）征求意见稿并把意见反馈给课标组，3年来，

胡勤带领着省高中语文学科基地培育学校的教师们随

着新课标征求意见稿每一稿的发出，不断深入研究，力

图让新课标“乘上”我省新高中课程改革的“高铁”。

一边是国家权威确定的课程和标准，一边是按新课

程改革要求教师构建有自己想象力、设计能力的课程，

“如何融为一体？”作为全省高中语文教师的领路人、省

教育厅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胡勤倍感压力“山大”。

“其实，语文课程自身即媒介。”在不久前省特级教

师协会专门召开的胡勤教育思想成果研讨会上，胡勤

这样阐释他的语文认识论，语文课程承载着诱发学习

者追求学科知识、文化意义和社会思考的“生化”元素，

沟通了主体双方，“教师和学生由此转为平等的‘对话

关系’！”

新课标的“后现代”研究
“新课标围绕核心素养重组了语文课程资源，设计

了18个学习任务群，构建了一个宏大而更完整的语文

课程体系。”胡勤认为，新课标以语言与思维能力培养

为基础，涉及革命传统、现当代文化、跨媒介、社会交

往、文学审美、思辨等方方面面。

“语言思维是语文学科所独有的，更是语文核心要

素的基础。”胡勤告诉记者，新课标对任务群教学不只

提出目标和建议，还清晰地描述了学业质量水平，“如

提出的‘自主建构语文知识’‘整合成有结构的系统’

等，对高中生来说就是非常高的要求了”。

胡勤还发现，同样的“思维发展”要求，在新课标中

其内涵有了较大的提升和补充。除了“直觉与顿悟”

“联想与想象”，过去教学中常用的概念还有“演绎”“归

纳”“归谬”“类比”“比喻”等，新课标中还增加“批判与

发现”“思辨”等词语。在解释其内涵时，新课标还纳入

了“实证”等方法性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的教学将会

依据新课标从接受为主的教学传统，进一步转向启发

学生自主进行实证、判断，进而分辨文本的事实与观

点。”胡勤说。

18个语文学习任务群，分解在高中语文课程的必

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中。“比如可以以语文必

修学习任务群来分析高中语文教学内容增减了什么，

将会产生哪些变化。”必修学习任务群由“整本书阅读

与研讨”“文学阅读与写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实用

性阅读与交流”等7个任务群构成。胡勤介绍，从学习

内容看，增加“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

媒介阅读与交流”“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4个学习任

务，“这4个任务群对师生来说，是新的挑战”。

“只要学生活动了，比如读了书、写了作文、上台表

演了，他就能够获得知识提升能力。但我们认为仅仅

让学生体验经历是不够的，还要让学生认识到为什

么。一旦思考为什么就需要跟进知识。这个时候，有

没有值得高中生学习的核心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这需要教师在实践中做好补充工作。”在年前举行的省

高中语文“疑难问题解决”专题研讨会上，胡勤分享了

新课标在试点实践中的思考。

实际上，对于新课标的试点实践与业务研讨，近两

年来，成果也颇丰。

“阅读的碎片化，导致了思考的肤浅化和思维的僵

硬化。我们必须帮助学生多点质疑批判，学会与心灵

进行深层对话，建立自己的思维序。”在探索和实践

中，省高中语文学科基地培育学校、台州中学语文教师

洪方煜试着带领学生建立自己的思维序。

“如何达成论述文写作的思考路径”“散文教学的

语言建构与思维发展”“做独立的思考者”……在先行

教师们不断实践的背后，是强大的理论支撑。2016年，

胡勤发表的《议论文语体新认识》，成为当年国内高中

语文界广受关注和好评的学术论文。他论文中的6个

标准在这两年已经成为浙江省高考语文阅卷的主要标

准之一。

“对作家的观点不要求只是顺从，不同意不仅可以，

而且应该鼓励，只要考生能够自圆其说，就是好文章。

一定意义上，我们更应该鼓励考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

神。”多次参加高考语文阅卷的语文教师汪啸波说。

媒介的两端站着师与生
“与其说我们一直在寻找、构建现代语文知识的家

园，不如说我们是在寻找、构建自己作为语文教师的归

属。”胡勤在他的专著《语文认识论》中这样写道：“如今

我们正航行在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浪潮中，这次改革处

在我国对外开放、西方多元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大碰

撞的新时代，各种思想所激起的对话、批判，如风起云

涌、惊涛骇浪。”

这样的惊涛骇浪中，教师该如何自处？

“语文课程就是达成学习目标（新课标）的媒介，认

知这一点，作为中间体的媒介联系着的主体双方才能

由矛盾对立转为平等的‘对话关系’。”胡勤认为，如此，

语文课程才能摆脱权威经验或学生经验的控制。

课程资源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而是思考的

载体，是激活学生经验、沟通学生和他者的媒介。这样

的思考让胡勤对一种延续数十年的语文课堂文化“如

鲠在喉”。“我们听到的语文课上，几乎没有教师会说自

己引用的某某权威的话出自什么出版物。显然，我们

没有意识到，‘自己引用的一定是真的吗？’这种课堂文

化，传承的是口述文化的传统，与当今印刷出版时代的

文化是相背离的，也不利于学生独自与课程对话、与更

为广袤的‘大语文’对话。”

“那媒介课程应该怎么办？胡勤老师总结的七项

原则，对我们在新课标下实现高中语文课改很有启

发。”宁波市高中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褚树荣坦言。

如今，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开始尝试着在自己的

课堂上设置有意义冲突的话题，师生、学生之间进行平

等对话式的讨论，共同分享观点，鼓励批判性思维，与

实际生活相联系……“但要真正做到有效设计学习资

源，需要教师有更加渊深和宽博的知识和视域。”胡勤

认为，有效设计学习资源才是一个使理想课堂变为现

实的过程。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中，重点难点在

于自媒体的识别与传播素养。胡勤认为教师需要阅读

一些媒介专业著作，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麦克卢

汉的《论人的延伸》、李普曼的《舆论学》乃至凯文·凯利

理论等。“教师只有有一定的积累，才能在教学中通过

案例分析来提高学生的媒介识别和运用能力。”在胡勤

眼中，语文教师必须提供教材之外的其他丰富多样的

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学会寻找自己的学习资源，并养成

寻找学习资源的习惯。

“胡勤先生认为‘教师可以对学生学习提供帮助、

引导和启发，但是无法指导学生的认知。’这个话说得

太好了，学生自己内在的裂变、爆炸才是重要的。”浙江

师范大学教授王尚文由衷赞叹。

“你们更愿意用哪种分梨方式所传达的智慧来处

理自己的人际关系？”一节主题为“做独立的思考者”的

课堂上，衢州二中语文教师白龙飞在层层引导，传授质

疑方法和表达技巧后，不断询问着学生们的思维路径。

“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你们也要对老师有

点耐心，鼓励鼓励我吧！”这是白龙飞对学生们的真情

告白。

背诵，

一种守护的姿态
□倪 江

日前，普通高中新课标公布，古诗文

背诵篇目由14篇增至72篇，引发热议。

新课标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

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 1/2”，实际

上原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古诗文比

例就已经达到53.16%。

高中新课标背诵篇目的增加，与

留住传统文化之根、留住文化乡愁、增

强民族自信的大背景、大战略相关，也

与新时代对语文的性质、任务、目的的

认识的变化相关。语文被赋予了塑造

中国人的重要使命，文化传承被提到

了很高的地位。

背诵篇目涵盖了先秦、两汉、魏

晋、唐宋、明清等中国文学、文化发展

的重要阶段。颇具新意的是，背诵篇

目中出现了“古代文论选段”，中国人

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概念首次集中进入

中学生视野。笔者认为，古代中国人

千百年来浸淫、陶醉其中的审美方式，

理当得到继承和发扬。

有人担心如此巨变会增加学生负

担。其实以高中 3 年 6 个学期计，平均

每个学期的背诵量仅为 12 篇。单纯按

照学程计，约10天背诵一篇，72篇中诗

词曲为40篇，大多数是短章，最短的只

有 40 字，不能一概以篇数论负担。当

然，对于一般学生而言，篇目的增加属

于提高了的要求。而在古诗文教学应

试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背诵演化成古代

腐儒死记硬背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的。因而，对语文教师的背诵指导、背

诵艺术、背诵活动设计等，必然会提到

语文教学的重要议事日程。

高中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在语文

体验、语文实践的过程中增进学生的

核心素养。如果背诵仅仅仰仗条件反

射式的“刺激-反应”模式，像一种“驯

兽”式活动，那么对中国文字及其蕴含

的情感思想的品味感悟就变成了无聊

的“木鱼”功课。教师应用各种方法将

古诗文“揉”开来，“化”开来，如进行配

乐朗读、举行诗词听写大会、利用语音

APP 软件诵读、改编古典诗词、拍摄

MV、看诗文配画、模仿或创作自己的

诗词等，如此才能真正让学生自主体

验、理解古诗文。语文课程当在这些

地方下功夫。

笔者反对称“就是不懂也先背起

来，等到长大了自然就懂了”的声音。

要知道“理解性记忆”和“机械记忆”有

不同的心理机制，永久记忆大多来自

于“理解性记忆”。笔者也反对大卸八

块式的阐释和解读。教师要梳理学生

进入古诗文的路径，背诵这一“小技”

要“伴飞”新课程操作模式。

互联网时代，有人认为不需要再

花功夫记忆了，信息搜索能力比记忆

能力更重要。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

背诵不光是个体记忆，还是“历史—文

化”记忆，一代人的“集体”背诵，是对

古老文化的礼敬仪式，也是文化理解

和传承的姿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背诵古诗文

“性价比”不高，毕竟高考中没占几分，

不要也罢。但高考正在变革中。大量

背诵篇目和推荐阅读篇目很可能隐藏

伏笔：将来的考试命题很可能会指向

大量的积累与阅读，积累丰厚的学生

将得到直接的“高额”回报。举个例

子：“请默写《琵琶行》中一句描写‘月’

的诗句。你是否还想起了中国古代其

他描写‘月’的诗句？请默写出至少三

句，然后说说看，这些‘月’的描写有什

么规律？请仿拟某个诗句写一个描写

‘月’的句子，要求字数一致，结构相

同，文字不能重复。”这样的考查，“书

到用时方恨少”，死记硬背亦无功，平

时的教与学就当如是纵横捭阖。

笔者认为，核心素养来自长期的大

量的积累和内化，来自对中国情感、中

国表达的体悟和理解，对中国文化的真

正的热爱。高考应该逐渐向考核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转变。背诵必不是语

文的全部，却是语文最基础的一步。

（本文作者系杭州外国语学校语
文特级教师）

□浙江省褚树荣网络名师工作室

2016年5月，浙江省褚树荣网络名师工作室领衔

人褚树荣参加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归来，

立即要求工作室学科带头人研读《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征求意见稿）》。当月，工作室正式启动“新课标·新语

文·新学习”项目。在近两年的线上线下研讨中，项目

成果逐渐丰硕。下面以新课标中广大教师比较陌生的

几个任务群为例，说明工作室的专题学习设计思路。

文化之旅：“当代文化参与”任务群
立足当代文化，追求“文化语文”，这是人天性自由

的释放，也是性情陶冶的呼唤。

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聚焦特定文化现象、文化热点，积极开展调查，举行专

题研讨，增强探究文化的意识，提高文化现象的阐释能

力；二是设立语文学习共同体，通过活动体验、参观访

问等各种方式，丰富学习语文的方式。

工作室把“当代文化参与”比作一次兴味盎然的航

海旅行，每一个学习主题就像是一片片风帆，激情出

发，收获多多。“当代文化”号游轮的第一片风帆是“聚

焦与透视”：徜徉“书香世界”，走进钟书阁、方所、莎士

比亚等国内外的美丽书店，体会实体书店生存与发展

的爱与忧。第二片风帆是“参与和构建”：驻足“路上风

景”，开启研学旅行，通过玩与学的巧妙结合、深度的生

活体验，让学生触摸到学习的本质。第三片风帆是“探

索与研究”：师生一起走进绚丽而炽热的“网络时代”，

审视探究网络文学和网络流行语等丰富的文化现象。

第四片风帆是“尊重与理解”：感受“中西教育”，生动的

图片和精彩的纪录片折射了彼此的文化差异，交流与

融合让我们看到文化多元的价值。第五片风帆是“保

护与传承”：品味“民俗风情”，廿四节气的古老智慧，赶

秋中湘西的风土人情，细细体味乡土乡愁的深情。

跨界之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
当下的阅读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电子书正在

大行其道，数字化的阅读形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

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跨媒介的阅读

和交流”的时代。新颁布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这

个任务群的设置有着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

工作室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课程有5个专题构成，

分别是“拥抱新媒体”，试图让学生了解新媒介的种类和特

点，把握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媒体三棱镜”，希望学生

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对信息加以比较和整合，理解不

同媒介的同题表达，探究并形成整体的观点；“理性的

眼神”，引导学生辨识媒体立场，甄别信息真伪、优劣、

主次，形成独立、客观和理性的判断和评价；“媒介小达

人”，鼓励学生选择一种媒介，创设应用场景或主题任

务，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形成媒体表达和传输的成果；

“跨界共同体”，促进学生建设跨媒介的共同的学习平台，

在不同层级的平台上交流观点，共同提高。

课程会适当引导学生研读有关跨媒介普及性的著

作，了解相关的媒介特点和媒介知识；当然更多的是通

过具体的情景创设，让学生在有意味的专题活动的实

践中培养和提高相关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素养。

理性之光：“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
学习的关键在于阅读与表达相互促进。阅读古今

中外论说名篇，把握论者的态度、观念和语言表述，理解

论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阅读精彩时评，学习论者

评说时的角度、观点、方法与逻辑。同时，学习多角度思

考问题，准确、恰当、有逻辑地表达和阐发自己的观点，

在讨论和辩论中反驳对方，更不忘反思自我。归根结

底，理性思辨，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温和，去拥抱这个多元

的世界。因此，工作室设计了“价值的困境”“别样的声

音”“公民的情怀”“证据与逻辑”等7个学习专题。

本任务群以螺旋上升之途，提升个体的思维能力，

培育理性精神：一思，还原事件的真相，而不是道听途

说，人云亦云；二思，挖掘真相背后的本质，而不是浮光

掠影，走马观花；三思，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断章取

义，颠倒是非。要做到这些，就需依赖：细心发现与倾

听、合理猜想与质疑、小心求证与认同。思辨，已不只

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文化之脉：“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任务群
本任务群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的基础

上，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组成专题进行深入

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人文

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改变以往“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

涵阐释”的现象。

根据课标的指向，工作室开发了具有代表性的“批

判与继承”“象征与暗示”“仁义与中庸”“性命与慈悲”

“祈祷与禁忌”等8个专题。其中，“批判与继承”是整个

任务群的核心思想所在。对传统文化，需要在批判中

继承，在继承中创新。

每一个专题的学习，提倡由面到点、思辨探究和关

联生活。以儒家文化为例，研讨将涵盖4个方面，即“儒

家核心思想与价值”“儒家文化演化与发展”“当代世界

新儒学思潮”“儒学复兴与孔子学院”，从中选择仁义、

中庸等点，组建群文阅读，展开思辨探究。这样由面到

点的设计，使学习不再是东鳞西爪的零拾，而是有一个

整体的认识。传统文化专题研讨不应该只是凝固于书

本，更要从书本走向生活，设计关联现实的文本探究

题，也可基于问题情境回到经典寻找智慧。

美美与共：“跨文化专题研讨”任务群
针对本任务群，工作室设计了7个专题活动，分别是：

“永恒的爱情”，探究爱情在中外戏剧中的表现；“走出苦

难”，探究中西方文学对苦难的救赎；“文本的旅行”，探究

英汉传译的文化意义；“镜头下的异域”，探究东西方文化

碰撞与融合；“你追求的真实”，审视外媒视角下的中国事

件；“不一样的狂欢”，中西方节日文化比较；“从对方眼中

发现”，西方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古典风流。

“跨文化专题研讨”的7个专题活动如同7次“探险

之旅”，带领着学生从不同角度感受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与融合，领略世界文化的丰富与多彩。学生们发现，在

打通文化隔阂的路途上，步步都是惊喜。这个任务群

中，学生们通过中外文学经典和媒体报道的文本研习、

问卷调查、中外影视欣赏、实地采访、专题研讨等方式，

打破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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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即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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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树荣团队眼中的“跨界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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