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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一、指导思想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2017 版）》（以下简称“修订课标”）和《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北京市、海南省、山东省、天津

市）普通高中课程教学和考试招生制度等综合改革的深化，指导帮助广大教师更

好地在语文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发展，

改变教与学的方式，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充分体现语文学科教育对学生成长和终

身发展的独特价值，特制定“语文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语文学科指导意见”坚持以发展核心素养为纲，落实修订课标和高考改革

的要求，根据教学中暂时使用现行教材（以下简称“旧教材”）的实际情况，对

语文教学提出具体建议。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改革方向。落实修订课标的要求，体现修订课标的精神，认真探索学

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的转变，将多方面语文学习任务组合成“群”，注重语文学习

活动的综合效应，促进学生在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教师应把注意力

从“讲解课文”转移到对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点拨上来。  

2.体现衔接性。适应新的高考方案，使旧教材的内容与修订课标对接，落实

各个任务群的学习要求。 

3.保持稳定性。保持现行旧教材（不限版本）的相对完整，对部分内容作出

适应对接的重组和调整。  

4.注意可操作性。调整后的课程内容清楚明白，简便易行，不增加教师“教”

和学生“学”的负担。在修订版教材问世前，教师要发挥创造性,根据课程标准

的要求尝试设计学习专题，组合相应的材料，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对设计、实

施学习专题任务提出好用、管用、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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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高中语文课程设计了 15 个学习任务群，每个任务群都有各自的学习目标

与内容，彼此之间又渗透融合、衔接延伸。教学时应根据每个任务群的特点，利

用旧教材的学习资源，设计语文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活动中逐渐提升语文核心

素养。 

2. 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围绕任务群创设能够引导学生广泛而深入参与的

学习情境。学习情境可通过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加以创设，融合听说读写，打通

语文学习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力，提高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通过主题阅读、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式，实现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统整，整体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3.教学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必修、选修Ⅰ、选修Ⅱ三类课程之间的衔接和统 

整。既要整体把握必修和选修课程的关系，更要注意不同课程的专属任务群和贯

串三类课程的共同任务群之间的衔接。 

必修课程的教学要立足于基础性，重视日常语文积累，为学生学习选修课程

奠定坚实根基。选修课程的教学要突出差异性和层次性，鼓励开展个性探究，充

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选修Ⅰ应注重学习“面”的广度，选修Ⅱ应注重

学习“点”的深度。 

4.鼓励教师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实施任务群的教学，鼓励教师发

展特长，有选择地开发课程资源，积极利用新技术、新媒体促进学生语文素养在

社会进步新形势下的发展与提升，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 

教师要具有专业发展意识，努力建构教学共同体。教师应努力适应语文课程

改革，持续学习，更新观念，提高教学素养；要善于与同行、学生合作，在集体

备课、案例研讨等对话交流中学会自我反思，实现教学相长。 

5.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由必修、选修Ⅰ、选修Ⅱ三类课程构成。必修课程，开

设 2个学期，8学分；选修Ⅰ课程，开设 2个学期，设计 6学分课程；选修Ⅱ课

程，开设 2个学期，设计 9学分课程。 

必修课程，每一个高中学生必须修习；选修Ⅰ课程，学生根据个人需求与升

学要求选择修习；选修Ⅱ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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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必修课程 

 

一、基本构成  

必修课程 8 学分，用连续的两个学期完成。必修课程为全体学生必须学习

的内容，是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的内容。 

必修课程有 7 项学习任务群：“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思辨性阅读与表

达”“文学阅读与写作”。各任务群的学分安排、教学要求等如下：  

学段 学习任务群安排 

高一 

上学期 语言积累、

梳理与探

究 

整本书阅

读与研讨 

当代文化

参与 

跨媒介阅

读与交流 

文学阅读

与写作 

实用性阅

读与交流 

高一 

下学期 

思辨性阅

读与表达 

表一 

学习任务群 

学

分

数 

总课

时数 
教学要求 

语言积累、

梳理与探究 
1 18 

贯串其他所有的学习任务群，与各个任务群中阅读与

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的语文活动有机结合

在一起。每一个学习任务群，都要为“语言积累、梳

理与探究”任务群提出问题，提供教学资源，准备必

要的条件；有些任务群也可以与本任务群合作完成。 

整本书阅读

与研讨 
1 18 

可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也可以与其他任务群融合

在一起学习。 

当代文化参

与 
0.5 9 

可由教师根据教材相关内容或学校实际情况，在“修

订课标”列出的三类学习内容中有选择地组织教学。 

跨媒介阅读

与交流 
0.5 9 

可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也可与其他任务群融合在

一起学习。 

实用性阅读

与交流 
1 18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文本类型、阅读

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可选择多个领域的实用类文本

进行专题阅读分析。写作 2篇以上，专题讨论不少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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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阅读

与表达 
1.5 27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文本类型、阅读

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课内阅读篇目中的古代作品约

占 1/2。写作 3篇以上，专题讨论或辩论不少于 3次。 

文学阅读与

写作 
2.5 45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文本类型、阅读

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诗歌 9课时，小说 18课时，

散文 9课时，戏剧 9 课时。其中包括文学作品的阅

读鉴赏与文学创作活动。 

表二 

二、学习任务群的教与学 

（一）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 

本任务群旨在通过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的系列活动，帮助学生自主建构语

文知识，巩固梳理已有的积累，进一步认识语言结构和运用规律，观察、探索语

言文字运用中的现象，发现和解决问题。该任务群在必修阶段和选修Ⅰ阶段均有

贯穿，选修Ⅱ阶段，建议集中使用。 

【教学建议】 

1.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对所积累的字词句语言素材进行归纳、分类、比

较，使所掌握的材料条理化、系统化。积累内容，包括“附录”所示“古诗文背

诵推荐篇目”。  

2 指导探究语言文字的结构规律和运用规律，逐步建构起关于语言文字运用

的知识。继续加强语言材料和言语活动经验的积累。  

3.引导学生在阅读和表达交流中，比较不同类型文章的表达方式及其特点，

通过对所学的作品进行归纳、分类等梳理，形成文章的体裁意识并在表达实践中

运用。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适当从旧教材（包括必修、选修）中，选

择 3个学分的内容学习，各阶段均安排 1 学分，18学时。 

例举：“汉字”“对联”“修辞”“交际中的语言运用”“逻辑和语文学习”等，

这些专题可以直接作为学习材料，也可将其他课文作为学习材料，将该任务群的

教学与其他任务群的学习融合起来。 

【评价建议】 

1.在观察和探索语言文字现象、发现语言文字运用问题的过程中，能自主建

构语文知识，探究语言文字运用的规律，增强对语言文字运用的敏感性，提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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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的思维能力。 

2．能联系语言文字运用中的现象和问题，阅读有关著作，尝试用所学的知

识和方法作出解释；学会辨析和纠正错误，增强规范意识，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

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本任务群建构读整本书的经验，体验读书乐趣，养成读书习惯，发展思维品

质，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为一生的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奠定基础，实现语文

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本任务群贯串必修、选修Ⅰ和选修Ⅱ三个阶段。在必修课中安排学分，在选

修Ⅰ、选修Ⅱ中不安排学分。 

【教学建议】 

1.整本书阅读的篇目，应该结合旧教材要求，师生共同推荐、讨论决定，也

可包括学生个性化选择。 

2.指导学生综合运用精读、略读与浏览等多种方法阅读整本书。教师可根据

需要，从三个阅读层面引导学生阅读:初步阅读，对整本书内容有大致了解。进

一步阅读，对整本书中人物形象、思想内涵、艺术手法等有理解、分析。深层次

阅读，对整本书阅读后，有自己的理解、感悟、评价、质疑。  

3.整本书阅读教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习、提出专题目标、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讨论与交流。学习方式应以学生利用课内、课外时间自主阅读、撰写笔

记、交流 讨论为主，不能以教师的讲解代替或约束学生的阅读与思考，教师应

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平等地参与交流、讨论。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高中阶段选择 2至 3部著作精读，其他著

作可以布置泛读。 

例举：《论语》《史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呐喊》《平凡的世界》《边城》

《茶馆》《巴黎圣母院》《高老头》《莎士比亚戏剧》《堂吉诃德》等。教师可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阅读篇目，鼓励学生在精读篇目的基础上更广泛地阅读。 

【评价建议】 

1.通过阅读，把握书中重要观点和价值取向。在阅读过程中，探索阅读整本

书的门径，初步建构自己阅读整本书的经验。逐步深化读书经验，总结、完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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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方法，并与其他同学交流。 

2.通过阅读，发展思辨能力和想象联想能力，掌握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撰写、发表读书报告，在交流研讨中提高写作和口语表达能力。 

（三）当代文化参与 

本任务群聚焦于学生对当代文化生活的关注与参与，增强文化意识，学会对

文化现象进行剖析、评价，进而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理解与传承，尊重和理解多

元文化，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践行先进文化。 

本任务群贯串必修、选修Ⅰ和选修Ⅱ三个阶段。在必修课中安排学分，在选

修Ⅰ、选修Ⅱ中不安排学分。 

【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关注当代文化生活热点现象，聚焦并提炼问题，分析和解释文

化现象，积极传播先进文化，提高参与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2. 设计一些语文实践活动，在具体的当代文化参与活动中认识传统与现代、

继承和发展、理解和包容的关系。 

3. 以参与性、体验性、探究性的语文学习活动为主，增进课程内容与学生

成长的联系，通过开放式的学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生活。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中，选择 0.5个学分的内容学习。 

例举：“新词新语与流行文化”“网络语言”“影视文化现象”等。 

【评价建议】 

1.以积极的学习态度参与到当代文化实践活动中，开展专题研讨，分析和解

释文化现象、提高参与文化研讨的自觉性。  

3.基于特定的文化现象，通过社会调查与实践、社区走访、观看演出展览等

各种方式，丰富语文学习方式，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生活。  

（四）跨媒介阅读与交流 

本任务群引导学生学习跨媒介的信息获取、呈现与表达，观察、思考不同媒

介语言文字运用的现象，梳理、探究其特点和规律，提高对媒介传播内容的理解、

辨析、评判能力，提高利用多种媒介进行分享与交流的能力。 

本任务群贯串必修、选修Ⅰ和选修Ⅱ三个阶段。在必修课中安排学分，在选

修Ⅰ、选修Ⅱ中不安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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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独立选择跨媒介的普及性著作进行研习。通过纸质文本或网络

文本的阅读，或通过参观展览等途径，了解跨媒介的特点。 

2．组织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应用领域，创设一个应用场景，在实践中

了解其对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影响，并归纳分析，形成研习成果。 

3．通过实例分析，师生一起研讨各类媒介信息存储、呈现与传递的特点，

分析合理选择、恰当运用不同类型的媒介对表现主题、传递信息、促进交往所产

生的影响，总结形成结论。 

【学习材料】 

跨媒介学习应该重视选择与旧教材相关的内容，鼓励老师们参与信息技术与

教学融合的实践。 

例举：“影视作品”“微信”“博客”等学习材料。引导学生发现、建构互联

网背景下与纸质品阅读方式不同的其他阅读方式。 

【评价建议】 

1.了解不同媒介信息存储、呈现与传递的特点，灵活使用互联网，检索所需

信息和资料的能力，识某种媒介在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2．能选择媒介，合宜地运用不同类型媒介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别人交流。 

（五）实用性阅读与交流 

本任务群学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语文，包括实用性文本的独立阅读与

理解，以及日常社会生活需要的口头与书面的表达交流。通过本任务群的学习，

丰富学生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提高阅读与表达交流的水平，增强适应社会、

服务社会的能力。 

【教学建议】 

1.本任务群包括三类学习内容，建议在三类学习内容中至少选择两类学习。 

① 社会交往类：主题明确的会谈、谈判、讨论及其纪要；活动策划书、计

划、制度等常见文书；招聘启事、面试陈辞；面向社会大众的演讲、陈述。  

② 新闻传媒类，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常见言语形式，如：新闻、通讯、

传记、调查、访谈、述评；主持、电视演讲与讨论；网络新文体，包括比较复杂

的非连续性文本。  

③ 知识性读物类：复杂的说明文、知识小品文；科普读物、社会科学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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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读物。 

2.指导学生学习实用的阅读与交流方式，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社会生活，掌握

各类当代社会实用文本的基本格式，善于学习并运用新的表达方式，提高适应社

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3.指导学生总体把握实用性社会交流语体的特点，以负责的态度，书面或口

头陈述自己的看法，做到真实准确、真诚得体、观点鲜明、思路清晰、简洁明了，

力求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必修）中，选择 1个学分的内

容学习。 

例举：“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演讲辞”“科普文章”“应用文”等。 

【评价建议】 

1.阅读实用类文本，能准确、迅速地把握主要内容和关键信息，对文本所涉

及的材料有自己的思考和评判。 

2.运用简明生动的语言，介绍科技文化产品，说明比较复杂的事理。 

3.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目的，恰当地进行表达。在口语交际中树

立自信，尊重他人，说话文明，仪态大方，善于倾听，敏捷应对。 

（六）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本任务群学习思辨性的阅读和表达，包括论述类文本的阅读、理解与评价，

论述类文本的写作，围绕主题的讨论和辩论等。通过本任务群的学习，发展合乎

逻辑的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思维的深刻性，提高思辨性阅读与

表达的水平。 

【教学建议】 

1.以专题性学习为主要方式，选择历史、社会、时事、学习生活中共同关心

的话题组织教学，能准确把握和评价作者的观点与态度，辨析观点与材料（道理、

事实、数据、图表等）之间的联系。 

2.围绕社会生活中的话题，学习经典论说名篇的论说方法，开展专题讨论与

辩论。理性、顺畅、有依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书面表达观点明确，思路清晰连贯，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

努力学习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力求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能推敲、锤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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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表达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学会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交流。能独立修改自

己的文章，乐于相互展示和评价写作成果。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必修）中，选择 1.5个学分的

内容学习。 

例举：“随笔杂文”“艺术评论”“古代论述性散文”等。 

【评价建议】 

1.阅读活动中能以古今不同时期的思辨性文本为载体，在讨论问题、解决问

题的具体情境下，以专题性的语文实践活动为主要方式，通过阅读探究、发现总

结、鉴别评论等具体活动，提升阅读中的思辨能力。  

2.写作活动中能结合学习需要、当前社会生活实际、古今经典议论文的阅读

发现具体情境，提出立论或驳论的写作任务，并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证明，辩证

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 

（七）文学阅读与写作 

本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优秀作品， 

使学生在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体验情感、激活想象中提升文学欣赏能力，并尝

试创作文学作品，学习撰写文学评论，借以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能力。 

【教学建议】 

1.设计专题学习情境，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注意唤起学生的生

活体验，引导学生描述自己独特感受，帮助学生建立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世界及生

活图景与现实社会的关联。  

2.向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架，如问题设计、作业导向、阅读策略等，提高

文学阅读鉴赏的效率。灵活运用自读与讲读、单篇学习与比较学习、赏析与批评

等多种形式，指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深度的学习。  

3.创新文学作品鉴赏教学的形式，如举办朗诵会、课本剧表演、读书报告会、

家庭读书日等活动，使文学作品阅读鉴赏活动融入学生的生活。创造更多交流展

示学生作品的机会或平台，强化学生文学创作的成就感。如在教室设置“创作园

地”、创建班级网页、举办文学创作征文活动等。成立编辑小组，将班级同学的

作品编辑成册。 

【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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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中，选择 2.5个学分的内容学习。 

例举：“中外现代诗歌”“中外小说”“中外戏剧”“古代诗词、戏曲”“古代

记叙散文”“写人记事散文”“写景状物散文”等。 

【评价建议】 

1.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注重审美体验，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

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努力探索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

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 

2.能根据文学作品的体裁特点理解文学作品。如通过作品中的意象、意境、

细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戏剧冲突等，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3.能适当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获得对文学作品独特的阅读感受，并联系当

前的社会生活，阐发对作品的理解。能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所属

文学流派，以及作者自身经历、文学艺术主张等角度理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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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选修课程 

一、基本构成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的选修课程由选修Ⅰ、选修Ⅱ两类课程构成。选修Ⅰ课程，

开设 2个学期，设计 6学分课程；选修Ⅱ课程，开设 2个学期，设计 9学分课程。

选修Ⅰ课程，学生根据个人发展需求或升学要求进行选修；选修Ⅱ课程供学生自

由选择学习。  

选修Ⅰ课程安排 8项任务群的学习，包括：“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整本

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

“传统文化经典研习”“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科学文化论著研习”。选修Ⅰ课程

是学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内容。  

选修Ⅰ各任务群的学分、教学安排等建议如下： 

学习任

务群 

学

分

数 

总

课

时

数 

教学要求 

语 言 积

累、梳理

与探究 

1 18 

贯串其他所有的学习任务群，与各个任务群中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的语文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每

一个学习任务群，都要为“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任务

群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准备必要的条件；有些任务群也

可以与本任务群共同完成。 

整 本 书

阅 读 与

研讨 

  作为学习方法，整合在其他任务群的学习过程之中。 

当 代 文

化参与 
  

可与其他学习任务群组合，设计一些课内外相结合的学习

活动。 

跨 媒 介

阅 读 与

交流 

  
可与其他学习任务群组合，设计一些课内外相结合的学习

活动。 

现 当 代

作 家 作

品研习 

1 18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文本类型、学习策略

等组织学习专题。 

传 统 文

化 经 典

研习 

2 36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

或著作、文本类型、学习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 

外 国 作

家 作 品

研习 

1 18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外国代表性作家或经

典作品、文本类型、学习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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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文

化 论 著

研习 

1 18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科学研究中的代表人

物或著作、文本类型、学习策略等组织学习专题。 

表三 

二、学习任务群的教与学 

 “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

阅读与交流”四个学习任务群，在必修课程的学习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他任务

群的学习来落实。选修Ⅱ的教学要凸显地方、学校、教师、学生等特点，教师着

力于设计、实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探究性、合作性学习，丰富学生的言语

实践经验，提升学生的言语品质。 

（一）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 

本任务群包括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阅读及读书报告、创作交流，是在必

修课程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旨在整体了解与把握现当代作家作品，培养阅读现

当代作家作品的浓厚兴趣，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 

【教学建议】 

1.建议从体裁特征、题材内容、文学发展阶段等不同角度，组织现当代作家

作品研习的专题内容。 

2.引导学生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品的

内涵，理解作者的意图。 

3.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体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能针对具

体作品自主选择角度撰写作品评论，表达自己的见解。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选修）中，选择 1个学分的内

容学习。 

例举：“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红色经典”“乡土文学”等。 

【评价建议】 

1.能理解文本的要义，能对文本或社会现象等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

质疑，具有实证意识，能阐释文本阅读中的体验。 

2.能个性化地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能对文化有一定的认

知、反思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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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经典研习 

本任务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强化文言阅读经验的积累与梳理，培

养汉语语感，养成民族审美趣味，形成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感。 

【教学建议】 

1.指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化史上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作品，结合作品

的具体内容，学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释古代作品的情感、形象、主题、思

想内涵和创作技巧与特色。 

2.引导学生借助注释、工具书独立研读文本，联系以前学习的古代作品，梳

理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的用法；重视诵读在培养语感、增进理解中的作用，

引导学生积累古代作品的阅读经验，提高古代作品的阅读能力。 

3.多角度、多层面地组织主题学习单元，合理运用精读、略读的方式，由点

到面地引导学生体会传统文化经典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和家国

意识，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学习材料示例】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选修）中，选择 2个学分的内

容学习。 

例举：“中国古代诗歌”“先秦散文”“诸子散文”“唐宋散文”“元杂剧”“中

国古代传记文学”等。 

【评价建议】 

1.独立研习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理解古代经典作家作品及其思想内涵、艺术

价值。主动进行语言积累、梳理建构，独立对语言运用现象和规律进行探究。 

2.注重展示自我发展的过程，注重文化批判、反思和创造。 

（三）科学文化论著研习 

本任务群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著作（节选）的阅读与研讨。体会

科学文化论著观点明确、逻辑严密、语言精炼、表述准确等特点，学习体验逻辑、

实证等科学思维方式，感受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 

【教学建议】 

1.引导学生研习科学文化论著，增强阅读科学文化论著的兴趣，学习基本的

科学研究方法，提高概括、归纳、推理、实证等思维能力，提升认识自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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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通过讨论交流、探究等学习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研讨文本内容，分析主要

观点，交流阅读感受，提出自己的见解或疑问。 

3.引导学生关注并学习调查自己身边的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等现象，研讨交

流科技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可根据本地区科技、社会等特色资源，因地制宜

指导学生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或科研小论文。 

【学习材料】 

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选修）中，选择 1个学分的内

容学习。 

例举：“中外当代科学论著”“中外文化论著”等。 

【评价建议】 

1.能根据需要，采用适当的阅读方法，梳理论著的主要内容；选读重要章节，

通过阅读、讨论、探究，把握论著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解决阅读、交流中的

问题；了解科学文化论著的语言特点，学习运用精炼准确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阐

释观点，表达思想。 

2.能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阅读过程中注重

反思，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乐于与他人交流。 

（四）外国作家作品研习 

本任务群是通过外国文学名著和文化经典的研读，广泛了解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感受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培养阅读外国经典

作品的习惯以及开放宽容的文化心态，进一步提升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博学高

雅的文化品位。 

【教学建议】 

1.设计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引导学生广

泛阅读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 

2. 调动学生关于世界历史、地理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知识，促进对外国文

学作品中的社会生活及心灵世界的理解。 

3. 组织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或专题，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

拓展阅读、研讨交流。 

【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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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内容，从旧教材（选修）中，选择 1个学分的内

容学习。 

例举：“外国小说”“外国诗歌”“莎士比亚戏剧”等。 

【评价建议】 

1. 根据小说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发现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从语言、构

思、形象、意蕴、情感等多个角度欣赏作品，获得审美体验，认识作品的美学价

值。尝试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话题和文化差异。 

2. 注重言语活动中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能个性化地理解外国

经典作家作品及其思想内涵、艺术价值，对跨文化现象、作品等能够理解、批判

与反思。 

 

选修Ⅱ课程安排 8项任务群的学习，包括：“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整本

书阅读与研讨”“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

讨”“传统文化专题研讨”“跨文化专题研讨”“学术论著专题研讨”。选修Ⅱ特有

的课程都以“专题研讨”的名称显示，修订课标中设计了 4个任务群供学生选择。 

选修Ⅱ各任务群的学分、教学安排等建议如下： 

学习任务群 学分

数 

总课

时数 

教学要求 

语言积累、梳理

与探究 

1 18 建议集中使用。课时分配，由教师根据自己的

教学计划安排。 

整本书阅读与

研讨 

  作为学习方法，整合在其他任务群的学习过程

之中。 

当代文化参与   可与其他学习任务群组合，设计一些课内外相

结合的学习活动。 

跨媒介阅读与

交流 

  可与其他学习任务群组合，设计一些课内外相

结合的学习活动。 

现当代作家作

品专题研讨 

2 36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学生的兴

趣、社会发展需要等组织学习专题。 

传统文化专题

研讨 

2 36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学生的兴

趣、社会发展需要等组织学习专题。 

外国作家作品

专题研讨 

2 36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学生的兴

趣、社会发展需要等组织学习专题。 

科学文化论著

专题研讨 

2 36 需要安排专题集中学习时间，可根据学生的兴

趣、社会发展需要等组织学习专题。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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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 

本任务群在选修Ⅰ“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的基础上，就我国现当代作家作

品的若干专题深入研讨，提高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培养批判

精神与探究能力。 

本任务群为 2 学分，36课时。建议设置 3—4个专题，每个专题 9—12课时。 

【教学建议】 

1.设立探究专题所涉及的作家不宜过多，角度可以多样。  

2.教师可以依据学习内容、学习兴趣、学习资源等，推荐相关专题，供学生

选择学习。学生也可自主设计，确定学习专题。 

【学习材料】 

例举：“鲁迅小说专题研究”“从《边城》看沈从文的乡土情结”“当代微小

说特点研究”等。 

【评价建议】 

1.围绕中心论题进行有准备的研讨，围绕专题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探究的成

果。  

2. 每读一篇必做读书笔记，尝试参与文学评论。 

（六）传统文化专题研讨 

本任务群在选修Ⅰ“传统文化经典研习”的基础上，选择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专题进行深入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责任感。 

本任务群为 2 学分，36课时。建议设置 3—4个专题，每个专题 9—12课时。 

【教学建议】 

1.教师依据传统文化学习内容、学生兴趣、学习资源等，设计多种专题研讨

与交流活动。 

2.在学生独立完成相关专题研习的基础上，可从研究的资料、过程、方法、

收获等多个角度展示研究成果，并且围绕学习中的若干问题，组织交流讨论、合

作探究等活动。 

【学习材料】 

例举：“史记研究”“儒道互补”“李白专题”“豪放派与婉约派”等。 

【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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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阅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要义的代表作品，确定专题，进行研讨。  

2. 阅读古代典籍，进一步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写读书笔记，围绕中心论

题进行有准备的研讨。 

（七）跨文化专题研讨 

在选修Ⅰ“外国作家作品研习”的基础上，深入研讨外国文学名著和文化经

典若干专题，思考丰富多元的人类文化，汲取人类思想精华，培养开放的文化心

态，增进文化理解力。 

本任务群为 2 学分，36课时。建议设置 4—6个专题，每个专题 6—9课时。

【教学建议】 

1.选读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或外国文学理论名著，研讨代表不同时期、不同

地区的外国文学，设计专题进行深度学习。 

2.借助已有的阅读经验，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跨文化专题研究。 

【学习材料】 

例举：“契诃夫短篇小说研究”“叶芝诗歌研究”“希腊神话研讨”“理想国”

“西方电影专题”等。 

【评价建议】 

1.利用社会实践参与跨文化的交流，利用网络参与文化课题讨论。 

2.选择跨文化研究的文章或专业杂志阅读学习，促进学习活动的深化。 

（八）学术论著专题研讨 

本任务群旨在引导有这方面兴趣和追求的学生阅读学术论著，体验学者发现

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陈述学术见解的思维过程和表述方式。 

本任务群为 2 学分，36课时。建议学术著作选读为 22课时，学术专题研讨

为 8课时，学术性小论文写作为 6课时。 

【教学建议】 

1.在“科学文化论著研习”任务群的基础上，结合 “整本书阅读与研讨”

进行，以学生自主研读为主。 

2.学术专题研讨在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进行，学生可依据自身阅读兴趣、发展

方向，自主选择专题。 

【学习材料】 

例举：“中西方诗歌比较”“中国孝文化专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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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建议】 

1.将研读学术著作过程中生成的关注点、问题点、质疑点等，梳理概括后形

成专题。 

2.围绕与所读学术著作相关或相近的话题组织研讨，完成学术性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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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暂定）
*
 

文言文（30篇） 

一、必修（8 篇） 

1. 劝学（学不可以已„„用心躁也） 《荀子》 

2. 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 

3.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4. 师说 韩愈 

5. 阿房宫赋 杜牧 

6. 六国论 苏洵 

7.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8. 赤壁赋 苏轼 

二、选修 I（10 篇） 

1.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 

2. 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难为俗人言也） 司马迁 

3. 过秦论（上） 贾谊 

4.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后汉书》 

5. 陈情表 李密 

6.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潜 

7.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8.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9. 石钟山记 苏轼 

10. 登泰山记 姚鼐 

三、选修 II（12篇） 

1.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2. 《老子》选段（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持而盈之；五色令人目盲；宠辱

若惊；知人者智；天下莫柔弱于水；信言不美） 《老子》 

3. 《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则不能也） 孟子 

4.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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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谏逐客书 李斯 

6. 兰亭集序 王羲之 

7. 滕王阁序（时维九月„„声断衡阳之浦） 王勃 

8.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 

9. 沧浪亭记 苏舜钦 

10.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11. 项脊轩志 归有光 

12. 卖柑者言 刘基 

诗词曲（40首） 

1. 静女 《诗经》 

2. 无衣 《诗经》 

3. 氓 《诗经》 

4. 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来吾导夫先路） 屈原 

5. 迢迢牵牛星 《古诗十九首》 

6. 短歌行 曹操 

7. 归园田居（其一） 陶潜 

8.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9. 山居秋暝 王维 

10. 蜀道难 李白 

11.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12. 越中览古 李白 

13. 将进酒 李白 

14. 蜀相 杜甫 

15. 客至 杜甫 

16. 登高 杜甫 

17. 登岳阳楼 杜甫 

18. 石头城 刘禹锡 

19. 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20. 李凭箜篌引 李贺 

21.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温庭筠 

22. 锦瑟 李商隐 

23. 浪淘沙（帘外雨潺潺） 李煜 

24.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煜 

25. 雨霖铃（寒蝉凄切） 柳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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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桂枝香（登临送目） 王安石 

27.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苏轼 

28. 念奴娇（大江东去） 苏轼 

29. 登快阁 黄庭坚 

30. 鹊桥仙（纤云弄巧） 秦观 

31. 苏幕遮（燎沉香） 周邦彦 

32.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33. 声声慢（寻寻觅觅） 李清照 

34. 书愤 陆游 

35. 临安春雨初霁 陆游 

36. 永遇乐（千古江山） 辛弃疾 

37.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辛弃疾 

38.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辛弃疾 

39. 扬州慢（淮左名都） 姜夔 

40. 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 王实甫 

 

*以上篇目依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送审稿）》拟定，在使用的过程中，

可依据本省市具体情况，酌情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