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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标倡导单元整体视域教学的背景下，单篇课文的教学价值定位及其与单元目标的整合是语文教学

的实践难点。本文以统编教材八年级上册《列夫·托尔斯泰》为例，以矛盾分析法为切入点，通过文本

分析与单元主题的关联性研究，重构单篇教学，引导学生解读人物形象的矛盾性，探究“平凡与伟大”

的精神内涵，为破解单篇与单元割裂问题提供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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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dvocating the unit overall horizon teaching, 
the teaching value orientation of a single text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unit goal a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teaching. This paper takes the eighth grade volume “Leo Tolstoy” as an exam-
ple, with contradiction analysi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rough text analysis and unit top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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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research, reconstruct a single teaching content, guide students to interpret the contra-
diction of characters, explore the spirit of “ordinary and great”, to crack the single piece and unit 
split provide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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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单元整体教学是以单元为单位围绕某一主题或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的思考、设计和组织实施的

教学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漷教授就指出，单元整体当中的“单元”不是教材内容的单元，而是“以学

科核心素养为中心，对目标、任务、情境以及内容进行整合的教学单位”[1]。因此在单元整体教学中的

单篇课文所承担的教学价值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针对现有的教材单元，基于单元整体该怎样进行单篇

的教学内容设计呢？大单元任务又如何在单篇教学中体现以及落地实施呢？本文将以统编语文八上第二

单元《列夫·托尔斯泰》为例，谈谈单元整体视域下的单篇语文教学的探究。 

2. 巧连单元“双线”，探讨目标内容 

统编教材在每个单元中融入了两条线，一条是“明线”，即“人文主题”，在课文的编排上，把主题

或文体相近的各种文体的组合在一个单元之内，在教学时点出单元文章的共性，便于主题学习。另一条

则是“语文要素”，它就隐含在每个单元的知识要点，有利于语文能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确定单元整

体设计时，要把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可以

让学生在人文情感的熏陶中提升语文素养。 

2.1. 单元双线目标解析：人文主题与语文要素的统一 

1) 人文主题线 
本单元的导语中提到：“本单元的课文，或深情回忆，叙述难忘的人与事；或怀景仰之情，展现人物

的品格和精神……学习这些课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到别样的人生，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2]在《藤野

先生》中鲁迅通过回忆恩师藤野严九郎，体现了跨越国界的师生情谊，赞美了藤野先生高尚的学术品格

以及对学生的细心关怀，课后的积累拓展中要求到：结合鲁迅的其他作品，谈谈其“弃医从文”给我们

的人生启示；《列夫·托尔斯泰》中茨威格用“伟人平民化”的视角描述列夫托尔斯泰的外部肖像，突出

托尔斯泰的深邃思想与悲悯情怀；最后，《美丽的颜色》通过叙述居里夫人的真实事迹，将她所体现的

科学精神、人文关怀以及个人修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以追求真理为幸福”的高尚境界，并传

递了“为社会奉献、超越自我”的核心价值观。阅读指导中建议学生深入阅读《居里夫人传》，以全面

了解伟大人物背后的细节。本单元课文都对应了跨越时空，感悟精神力量这一单元主题，体现了“人物

品读·精神传承”的核心内涵，用丰富的人文情感给学生以熏陶。 
2) 语文要素线 
本单元语文要素方面的教学目标主要体现在学生刻画人物形象的语言策略的学习和文本解读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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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上，本单元的导语中提到：“要了解回忆性散文、传记的特点，比如内容真实、事件典型、注重细节

等。话可以从中学习刻画人物的方法，品味风格多样的语言，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藤野先生》的

语言简洁、幽默，富于感情色彩，耐人寻味，在文章预习时建议学生放慢速度、细细体会，在积累拓展中

要求学生比较文章的原稿和改定稿，体会语言精妙之处。《列夫·托尔斯泰》中茨威格对托尔斯泰从“形”

到“神”的深层次分析，托尔斯泰的肖像描写的精彩语段极具教学价值，在审美层面上能帮助学生感知形

象魅力、激发想象力；在写作层面能作为作文的良好素材，为写作提供新思路。通过深入挖掘文中肖像描

写的艺术特色，可以为阅读教学打开一扇新窗口，帮助学生提高语文核心素养[3]。《美丽的颜色》主要是

教授学生传记类的写作手法，如引用居里夫人原话，补充细节，增强文章的真实性。因此，本单元在关键

能力的培养上，着重提升学生的深层分析能力，联系时代背景的解读能力，语言风格的鉴赏能力等等，引

导学生对“怎么写”(语文要素)和“为何写”(为何写)的理解，并与人文主题进行有机结合。 

2.2. 联结单元双线的教学内容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语文课程应创设真实而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凸显

语文学习的实践性。”[4]为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必须构建富有实践性的任务情境，作为学习发展

的载体，并在教学内容的实施过程中体现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融合。单元整体的双线实践逻辑，旨在

将人文主题内化为精神体验，激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同时，外化为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启迪学生的

智慧。情感层面上，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伟人的精神世界。 
在探讨文本的独特性方面，本单元主要涵盖了回忆性散文和人物传记这两种文体。在几篇文章之后，特

别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写作单元，旨在引导学生学会如何通过叙述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展现人物的个性

和特点。为了加深学生对这种文体的理解，本单元的写作实践环节设计了三个具体的练习任务。这些任务包

括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对未来的看法，以及为家人或同学撰写简短的传记。通过这些练习，学生能够

更深入地理解传记这一文体的写作技巧和特点。在进行单元整体教学时，教师应有意识地融入相应的写作练

习，以凸显本单元的文体特征，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在内容的连贯性方面，本单元的文章彼此之

间展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藤野先生》一文通过细腻的白描技巧，生动地描绘出人物形象；《列夫·托
尔斯泰》则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提升了文本的表达力；而《美丽的颜色》则借助环境的衬托，营造出特定

的氛围。这些不同的写作技巧共同构建了人物描写技巧的互补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本单元的教学内容

具有显著的特色性，各篇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不仅为文本的连贯阅读和课外自主阅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

且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对于初中生在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的提升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 立足单篇特质，切入矛盾分析 

在前文中，我们从单元双线的视角出发，对教学目标和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单篇文本的角度分

析，茨威格通过矛盾的塑造，生动地刻画了托尔斯泰的人物形象，使得本文在单元主题的定位上具有其

独特性。本节内容首先将介绍矛盾分析法的相关理论，将其与单元整体教学的理论和实践原则相结合。

其次，本节将深入探讨《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特教学价值，通过对文本细节的深入挖掘，为教学内容的

重构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教师需要对教材的文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体悟，抓住阅读教学的根本——

语言文字，以字、词、句为解读作品精神的逻辑起点。结合具体语境运用矛盾分析法，以文本中语义、情

理的矛盾点作为突破口，有效唤醒学生对文本内容、言语形式、表达策略的质疑，窥探作者的言外之意、

弦外之音，从而把握作者言语表达的真正价值。本文所述的“矛盾分析法”，是指以抓住作品中的矛盾

点为突破口，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的阅读教学方法[5]。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可以带领学生发现，茨威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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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运用矛盾点来表达语言、刻画人物、揭示主题的文学大师。 
矛盾之一首先在于主人公的外貌与其灵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文中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外貌描

写毫不留情，频繁运用夸张与比喻的修辞技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张田野村夫的脸孔，犹如吉尔吉

斯人搭建的皮帐篷；额头像是用刀胡乱劈成的树柴；皮肤藏污纳垢，缺少光泽，就像用枝条扎成的村舍

外墙；鼻子则是朝天狮子鼻，仿佛被人一拳头打塌了的样子；一对难看的招风耳；凹陷的脸颊中间生着

两片厚厚的嘴唇。刻意突出了托尔斯泰外貌上的粗犷特质，放大托尔斯泰外表的粗鄙，从而营造出一种

不协调、丑陋的形象，而这也恰恰说明着主人公的不拘小节，乱糟糟的头发、不协调的五官，让所有对

他样貌抱有幻想的人都大失所望。总之，是要显示这张脸的丑陋可憎，只有到了晚年才“显出几分慈祥

可敬”与“俊秀之光”。这似乎又在前两段极力贬损的基础上再加贬损，但实际上却是在层层铺垫、步步

蓄势，以便于在后半部分里使他“眼睛的光芒”——即灵魂的光芒放射得更为眩目。“刀剑般锐利的犀

利目光”不仅代表着其为人处世的干练，更象征着其思想的穿透力，这种“形–神”的对立并非偶然，而

是通篇服务于“伟大寓于平凡”的单元主题，通过消解外表的崇高性，迫使读者越过视觉表象，直面伟

人灵魂的深邃，解构传统伟人传记的“神圣化”倾向，给学生新的思考与体会。 
矛盾其二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书写：本文多处凸显人物的复杂与矛盾，包括其贵族身份与平

民立场的撕裂，前文描述他的相貌如平民一般，是“田野村夫”，后文又不可否认其内在层面上是“思想

王者”；托尔斯泰晚年试图摆脱贵族生活的奢华，追求简朴的平民生活，毅然决定出走，途中不幸病逝，

揭示了托尔斯泰的内心挣扎和精神追求，这种矛盾性恰是茨威格对人物真实性的切实体现——他拒绝将

伟人简化为单向度的符号，而是以“撕开表皮见灵魂”的批判性笔触，呈现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这种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不仅展现了主人公的多面性，也反映了作者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茨威格通过细腻的笔触，将托尔斯泰的矛盾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主人公在社会地位

与个人信仰之间的挣扎，以及在物质诱惑与精神追求之间的摇摆不定。这种对人物复杂性的深刻揭示，

使得托尔斯泰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同时也让读者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本文在叙事策略上的创新之处在于，茨威格放弃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手法，转而采用富有诗意的语言

和深入的心理剖析，将人物塑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首先，心理现实主义的突破在于通过细腻的心

理分析，揭示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如贵族身份与平民理想的冲突，并将这种内在的挣扎转化为具体化的

场景描写，赋予了传记小说般的戏剧张力。与传统传记的客观中立场不同，茨威格以“在场者”的身份

频繁介入文本，文章第五六段通过那些想要一睹托尔斯泰风采的来访者巨大的心理落差：“什么？就是

这么个侏儒！这么个小巧玲珑的家伙，难道真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吗。”为后文精神层面

的赞赏蓄势，通过哲理性的评述和抒情性的语言，将传记提升为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反思。这种作者声

音的显著介入，使得作品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 
通过矛盾分析法的运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逐步揭开托尔斯泰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列夫·托

尔斯泰》的单篇文本价值在于通过构建多重矛盾，实现了对传统传记书写范式的突破，不仅丰富了传记

的文学表现力，还为学生提供了多元解读的空间。在单元整体教学的视角下，这篇课文的教学不应仅仅

停留在对托尔斯泰个人生平及成就的了解上，而应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学价值、人文内涵以及对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的培育作用。 

4. 单元整体视域下单篇教学的重构 

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需求来看，单元整体视域下教学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单元整体框架为

学生提供结构化知识网络，如主题上的关联、文体序列，单篇教学则作为网络节点深化具体认知。这种

整体到局部的螺旋上升模式，吻合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同化到顺应机制。另外，初中生平均专注力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6405


熊宇轩 
 

 

DOI: 10.12677/ces.2025.136405 16 创新教育研究 
 

持续时间为 25~35 分钟，单元视域下的单篇教学通过设定分层目标：单元大概念到单篇小概念。既保证

单课时教学聚焦度，又维持长期学习连贯性。单元框架为我们提供可预期的学习节奏，而单篇的新颖内

容持续激发探索欲，契合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教学重构，也将从三个方面

进行，通过内容、情境、任务设计，建立起单元学习的认知枢纽——既深化了“精神传承”主题的解读维

度，又为单元内其他人物分析提供了迁移工具，以实现单篇与单元的共生共荣。 

4.1. 教学内容的重构 

教学内容的重构应集中于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必须明确核心矛盾点，并以此作为线索贯穿单元内其他篇

目的主题，实现文本矛盾点与单元人文主题、语文要素的深度融合，见表 1。接着是剔除冗余信息，强化关

键细节，这包括简化背景知识的介绍，并保留与核心矛盾直接相关的背景信息，专注于语言分析，从修辞手

法的陈列转向探究矛盾对主题的影响，以并提升课堂效率，符合初中生的注意力特性，见表 2。最后，应当

融入多元评价和多角度视角，例如引入作家评论、历史争议等资源，打破单一的标签化解读，进行跨学科整

合。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单元，如在科学传记中探讨“科技与伦理”的议题，在历史单元中分析“人物

功过矛盾”。其价值在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广度，培养其辩证分析能力，与核心素养中的“文化理解”与“思

维发展”相契合，见表 3。 
 
Table 1. Establishing the anchor points of contradictions 
表 1. 确立矛盾锚点 

篇目 矛盾点 文本例证 作用分析 主题关联 

《列夫·托尔斯泰》 外貌丑 vs 灵魂美 侏儒般的躯体 
vs 天才的灵魂 

反衬精神世 
界的崇高 

伟大不依附于外在， 
根植于精神追求 

《藤野先生》 日本社会的歧视 
vs 藤野的公正 

日本同学的偏见 
vs 藤野的平等态度 

严谨治学、 
跨越国界的 
人文精神 

精神超越时代局限， 
具有普世价值 

《美丽的颜色》 艰苦物质条件 
vs 卓越的成就 破败棚屋 vs 闪烁荧光 

强化精神力 
量，突显科 
学纯粹性 

以追求真理为幸福 

 
Table 2. Strengthening key details 
表 2. 强化关键细节 

传统教学内容 重构后教学内容 依据 

托尔斯泰生平介绍 弱化，仅链接“出走”事件背景 避免信息冗余，聚焦文本语言分析 

比喻、夸张手法罗列 探究“矛盾修辞”对主题表达的作用 从知识记忆转向文本深层逻辑分析 

人物精神标签化概括 分析“形神反差”中的精神矛盾性 呼应单元“精神传承”的复杂性主题 
 
Table 3. Multi-perspect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表 3. 多视角多元评价 

篇目 多角度材料 多元思考 

《列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批评 
托尔斯泰作品脱离底层人民 

列夫托斯泰的作品是否是 
“地主文学”？ 

《藤野先生》 日本学者质疑文章有虚构成分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关怀是出于学术 
公正，还是同情弱国？ 

《美丽的颜色》 观看居里夫人纪录片片段 居里夫妇的镭研究是否应以健康 
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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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情境的重构 

教学情境的重构在于创造跨文本学习情境，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而是结

合多个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和反思，从而实现深入学习。在语文大单元教学中，跨文本学习十分必要。

一方面，跨文本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从宏观角度理解文本的主题、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另一方面，跨

文本学习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6]。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运用恰当的问题引导策略，设计多样化的问题，促进学生进行跨文本的深入

思考与讨论。例如，提出“在《列夫·托尔斯泰》与《美丽的颜色》中，作者是如何描绘人物的品格和精

神的”等问题，引导学生比较不同文本中的人物、事件或主题。教师亦可鼓励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

设计问题，如“你周围是否有人物与文中相似？他们对你的影响如何”或者“假设你是文本中的某个人

物，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等，以此激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与深度学习。此外，教师还应设计批判性思考

问题，激励学生对文本进行批判性分析。通过问题引导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对单一文本进行深入学习，

还能在跨文本学习中发现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单元整体目标的导向，还能使

学生对单元内多篇课文内容的共性与差异性有更为系统的认识。 

4.3. 任务设计的重构 

即便是单篇教学也是要放在单元整体性的任务中去考虑的，单元任务设计是在学习任务群之下进行

整体建构的，因此单篇教学的作业设计要与单元创设保持一致，但同时也要彰显单篇文本的个性[7]。在

作业原则上追求单元的一致性，以单元任务为支撑，如人物分析、对比阅读、精神传承探讨，同时又要

体现单篇的独特性，还要考虑分层的递进性，去设置基础性、实践性、拓展性作业，满足不同学生需求。 
在实践类作业上要凸显单元和单篇结合，鼓励学生动笔，如对于茨威格的矛盾性语言策略，要求分

析至少两处“形神反差”描写，以及结合托尔斯泰生平，评价茨威格写作意图。联系单元主题，说明其精

神对当代青少年的启示，将单篇语言策略分析与单元“精神传承”主题结合，落实单元评析任务。 
在拓展类作业上要凸显单篇个性，可以给学生多种选择：一是文学创作，如模仿茨威格的矛盾性语

言策略，描写一位“平凡中见伟大”的身边人物。二是跨学科探究，结合历史所学俄国社会背景，将语文

历史交融分析“托尔斯泰‘出走’事件的历史必然性”，通过个性化的任务，打通文史学科壁垒。《列

夫·托尔斯泰》的作业设计，既承载了单元任务的共性要求，在人物分析、精神传承中对应单元主题，又

通过矛盾性语言策略的专项训练与个性化拓展任务，彰显了单篇文本的不可替代性，实现了“单元统整”

与“单篇深耕”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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