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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教育側重能力、過程與方法的習得；

如今進入多元資訊時代，知識性、分析性

教學已不能滿足時代對人才的要求，註	1	因

此語文教學要從知識傳授進入學科綜合能

力的培養。

高中語文教學的多維度整合策略
（簡版）

文│孫霞

一、 釐清教學目標：“知識傳授”、
“能力培養”、“核心素養”

教學在“學”，目的在成就學生的成長。

在早期知識缺乏的年代，教育側重知識普

及；進入工業革命時代，因應社會發展的

1　鄭桂華（2018）。從我國語文課程的百年演進邏輯看語文核心素養的價值期待。全球教育展望，9。

網路資訊時代，知識傳授、單項能力培養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學科教學

須迎合綜合素養發展的需求，語文教學需從知識傳授、技能培養進入核心素

養的提升。其中能力目標下的知識、學情整合及核心素養要求下之多維整合，

宛如兩大塊電腦硬體相融合，構成單元整合中的微專題。這是一個相容並蓄、

博採眾長的教學融合，也是教學目標的演進過程。

上世紀 30年代初，我國傑出的語文教育家阮真提出“班級教學制不宜

於教國文”，其中一個理由是“別的學科都是從頭學起”，而中文作為母語，

學生起點不一致；班級教學制下的語文學習環境，是	“非生活化”環境，

學習目標是應對水準測試，而非交際需求，課堂學習與生活實踐脫節。資訊

時代對高中語文教學提出要求：語文知識、學科能力、綜合素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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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學如何產生新的效用？傳統閱

讀和讀寫體驗的教學，如何切合網路閱讀方

式與能力的需求？語文教學必須改革，	“聽

說讀寫”的學習路徑需拓寬，教學資源需豐

富多元，學生需個性化成長。在不改變班級

授課制的前提下，高中語文教學應保持言語

溝通的生活聯繫，讓學生通過參與言語活動

來建構經驗，提升語言素養。註	2

二、聚焦能力培養，優化課程結構，
實施整合策略

1、整合文本，歸類提煉，關聯整合

單篇歸類提煉		

文本教材是主要的學習資源，教師可

根據文體特點歸類整合。例如：小說，扼

其情節、人物、環境和主題四要素；詩歌，

探其表現手法、意象運用、語言特點等；

文言，切入其句式、虛詞、主題內容；也

可從鑒賞角度、語言實踐、寫作表達等進

行歸類。具體的整合，則遵循認知邏輯，

有序化教學。範例如下：

範例中，教師根據文本特點，以鑒賞

間接抒情手法作為教學目標。解讀詞作，

分別提煉景物、虛詞，歸類“借景抒情”、

“字詞抒情”，讓詞作教學提升到鑒賞能

力訓練；而文本內容也上升到“類別整合”、

“邏輯排序”。

群文關聯整合

精簡教學後，內容出現單薄現象，“多

文本參與”成為必然，但		“單篇為主、多

2　鄭桂華（2018）。從我國語文課程的百年演進邏輯看語文核心素養的價值期待。全球教育展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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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炭翁》、《錦瑟》、《鄉愁》，結合詩

句、意象、典故加以說明，甚至仿作進行創

作說明。

學教整合，以典型契合目標

學生個性化的表達各不相同，教師應

發現學生問題的價值點，尋找學生理解與文

本價值的關聯點，使學情與目標互相彰顯。

例如在預習《錦瑟》時，學生對於主

題的理解豐富多樣，教師可引導學生從情

感、意象和典故進行分類，有理有據、緊

扣意象、契合典故地整合理解詞作。至於

學生已達成的認知、問題困惑，可構成教

學內容，讓寫作與閱讀同步整合，更貼合

學情。

《鄉愁》中，學生的創作可與原文整

合，構成群文比較閱讀。例如某生詩作最

後一節“而現在		鄉愁是一段走不完的隧

道		我在此刻	而你卻在未來”，時間讓難

以消解的鄉愁更富意蘊。

再看程紅兵校長的一個案例：兩位老

師如何處理學生問題？

兩位老師用發散性問題激發學生表達。

在後期教學處理上，兩位教師的做法截然

不同，教學效果也會不一樣，關鍵就在於

教師對整體的調控，聚焦核心，整合問題。

整合學情教情考驗教師是否掌握教學目標，

發掘學生的亮點，切中問題的肯綮。

篇參與”的閱讀教學未能滿足當代閱讀能力

成長需求，“群文閱讀”對教師教學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關聯整合，求同存異，豐厚教

學。“群文閱讀”常採用同類合併、對比對

照、遞進闡述性關聯等法。

例如以探究二戰小人物的命運為主

題，將《一個人的遭遇》、《流浪人，你

若到斯巴 ......》、《安妮日記》組成群文

閱讀，引導學生比較分析二戰小人物的不

幸；以“寫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為學

習目標，比較《故都的秋》、《江南的冬

景》、《荷塘月色》、《綠》四篇散文，

提升鑒賞與表達能力；以“詩歌語言風格”

為主題，將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

《將進酒》，與杜甫的《登高》、《望嶽》

組建群文，引導學生歸納比較兩者的語言

特點與風格，探究其表達效果。

關聯性整合群文閱讀，需要學生有快

速閱讀能力和思維能力，而群文閱讀較單

篇閱讀更符合資訊社會閱讀需求。

2、提煉學情，整合教情，學之有效

學情，是指學生對教學目標、文本內

容的已知、未知情況以及可知範圍。很多

教學設計忽視學情，然而有效有趣的教學，

需要學情為基礎。

學習前置，以預習匯出學情

對於學生的疑惑，可提前設計教學問

題，要求學生自學。例如：《月下獨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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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焦核心素養，情境入課堂，
多維整合策略

從能力培養提升至核心素養的教學，

最明顯的變化在於整合情境。下面將作一

比較 :

（一）能力目標下：簡單相似情境進

入課堂，重在提煉特徵

情境導入，啟動課堂：教師會採用導

入策略幫助學生學習。例如講授《最後一

課》時，有教師這樣設置：“1976 年，

美籍華人丁肇中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在

頒獎禮上，他不用英語而用中文發言，這

一舉動引起強烈的反響。為甚麼他的舉動

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學習這篇文章後，請

嘗試理解。”這樣的情境導入，能引發學

生提前思考，有助理解文本。

情境遷移，延伸課堂：情境的另一個

角色是課後作業。情境有助學生重溫課堂

學習內容，也創設了運用知識與能力的平

台，因此教師需要精選遷移的情境。例如：

學習《虞美人》後，再以情境遷移鑒賞李

煜的《相見歡》；學習莫泊桑《項鍊》後，

學生以福萊思節夫人的名義給她的朋友寫

一封信。這樣的情境設置，讓學生反思、

拓展閱讀內容的同時，對人物形象有全新

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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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養要求：複雜開放情境，

重在多維整合與靈活運用

上述情境的導入與遷移，仍流於文

本教學；而複雜、開放、典型的情境進

入課堂，則成為教學生態。該情境融合

學科認知、個人體驗、社會生活，在這

樣的情境中體驗語文的綜合性和實踐性，

學生既解決情境問題，又提高自主學習、

閱讀理解和反思能力。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

年版）指出：“以語文學科核心素養為綱，

以學生的語文實踐為主線，設計‘語文學

習任務群’。‘語文學習任務群’以任務

為導向，以學習專案為載體，整合學習情

境、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和學習資源，引

導學生在運用語言的過程中提升語文素

養。若干學習專案組成學習任務群。”	全

新的學科能力培養目標帶出了大整合概

念：整合學習情境、內容、方法和資源，

構成立體多元多層的學習空間。

以吳欣歆教授“跨媒介閱讀與交流”

的教學設計為例，說明這個大整合概念：

單元說明：人文主題是“媒介素養”，

活動主題是“資訊時代的語文生活”，對

應“跨媒介閱讀與交流”學習任務群。

任務一：“認識多媒介”，學習目標：

瞭解和探討不同媒介的傳播特點和語言特

徵；活動：調查人們獲取資訊的習慣，改

寫招聘廣告並說明理由。

任務二：“善用多媒介”，學習目標：

“運用多媒介展開有效的表達和交流”，

活動：撰寫學校戲劇節的跨媒介推廣方案，

要求學生從宣傳主題到選擇發佈時間，經

歷完整的創意、寫作過程。

任務三：“辨識媒介資訊”，學習目標：

辨識資訊的能力；活動：列舉虛假資訊被

揭穿的例子，分享自己的經驗，確定獲取

可靠資訊的管道。註	3

此案例中，“跨媒介閱讀與交流”教

學設計正是“圍繞言語實踐活動展開，體

現時代精神，有機整合”；註	4 任務一中調

查獲取資訊的首選媒介，學生要關注不同

的傳播方式、靜態文字和動態視聽的效果、

使用者的心理習慣和物理設備條件等；而

改寫招聘廣告時，則是對不同傳播語言的

實際運用。從實踐中獲取和運用知識，過

程中對學生“知道—理解—應用—綜合”

提出了整合要求；

任務二中撰寫戲劇節的跨媒介推廣方

案，學生要考量媒體平台、宣傳規則、受

眾立場，而落實方案需要整合多個元素，

鍛鍊學生知識與能力的“有限遷移—中等

程度遷移—全面的遷移”；任務三中通過

多文本閱讀，梳理、分析及反思資訊內在

3　吳欣歆（2020）。“跨媒介閱讀與交流”中的互動與生成。中學語文教學，4。
4　楊向東（2018）。指向學科核心素養的考試命題。全球教育發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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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觀念，提升辨識資訊的能力，建立

“事實－概念－關係－結構”、“事實－

方法－學科方法論－學科本質觀”等的大

整合。

從案例中可見，這是一個多維度整合

的學習樣式。Dcblock（1972）曾將學習

概括為四個維度的整合：（1）從事實到

概念，到關係，再到結構；（2）從事實

到方法，到學科方法論，再到學科本質觀；

（3）從知道到理解，到應用，再到綜合；（4）

從有限遷移，到中等程度遷移，再到全面

的遷移。	註	5 利用語言情境，整合不同的

學習任務、方法、路徑，引導學生跨媒介

獲取、呈現與表達資訊。在觀察思考不同

媒介語言文字運用的過程中，學習梳理、

探究其特點和規律。

這樣的大整合不單以核心能力為綱，

更強調“閱讀與鑒賞”、“表達與交流”、	

“梳理與探究”在教學過程中的整合。

上文“跨媒介閱讀與交流”的教學設

計，其中的單篇精讀、群文閱讀與學情調

研仍是教學環節必要的內容，所涉及的整

合能力對學生提出主動學習的要求。

縱觀上文，無論是能力目標下的知

識整合、學情整合，還是核心素養要求下

的大整合，皆是漸進的發展過程將成為單

元整合中的微專題構成。隨着學科核心

素養的提出，整合策略是教學設計的有

效抓手，高中語文教學將從單一的知識、

技能教學內容，單向的“教師”活動，

演變為多元化、實踐性的學習領域發展。

核心素養要求下的高中語文教學，對教師

的學科素養提出更高要求，同時也將更好

地成就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

本文全文將上載至
http://www.dsedj.gov.mo/cre/tmag

5　楊向東（2018）。指向學科核心素養的考試命題。全球教育展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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