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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在“双减”背景下的挑战与对策
高男

衡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河北省衡水市，053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双减"政策的出台，即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中学语文教

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大单元教学作为创新教学模式的一种，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教育环境，

成为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探讨"双减"政策下，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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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目标不仅是传

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双

减"政策的实施，旨在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宽松、更有利

于全面发展的学习环境。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传统

的教学模式，尤其是大单元教学模式，带来了深远影响。

大单元教学强调的是知识的整合与深度学习，如何在减

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保证教学质量，是当前教育改

革的重要课题。

1 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在“双减”背景下的现

状

在当前“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中学语文大单元

教学的现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双减政策，即减

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旨在重构教育生

态，回归教育的本质，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我，

发展兴趣，提高综合素质。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传统的

教学模式，尤其是大单元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是指将教材中的相关主题或

知识点整合为一个大的教学单元，通过跨章节、跨学科

的整合，实现深度学习。这种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系统

性和实践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创新能力。

然而，在“双减”政策下，如何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

同时，保证大单元教学的实施效果，成为教育工作者亟

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大单元教学的实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在作业量减少，课外活动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安排

教学进度，确保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是对教师教学

设计能力的考验。另一方面，教师需要探索更为有效的

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此外，大单元教学的评价方式也需要改革。传统的

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

大单元学习中的进步。因此，建立多元化、过程性的评

价体系，如学习过程记录、小组合作评价等，以更公平、

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双减”政策下大单元

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2 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在“双减”背景下的挑

战分析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双减"政策的出台，即

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中学语文大

单元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政策旨在重构教育

生态，回归教育的本质，但同时也给教师的教学策略、

教学内容整合以及家校合作带来了新的压力。

2.1 时间压缩与内容整合的矛盾

在"双减"政策的推动下，学生的课后时间被大幅度

释放，教师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实

现教学内容的高效传递。大单元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系

统性和完整性，需要充足的时间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践。

然而，时间的压缩使得教师在如何合理安排教学进度，

有效整合教学内容上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在保证教学质

量的同时，实现教学内容的精讲精练，是教师亟待解决

的问题。

2.2 评价方式转变与教学目标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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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倡导的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教

师转变传统的以分数为导向的评价方式，更多地关注学

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情感态度等多元素质的培养。

大单元教学模式恰好契合这一理念，注重通过项目式学

习、探究式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实

际操作能力。然而，如何在新的评价体系下，将教学目

标与评价方式有效对接，以实现对学生全面、客观、公

正的评价，是教师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2.3 家长期待与教学实践的协调

在"双减"背景下，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待从单纯的

知识传授转向了孩子的全面发展，他们希望看到孩子在

学习能力、人格品质、兴趣特长等多方面的提升。大单

元教学模式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家长的期待

相吻合。然而，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充分调动家长的参

与，形成家校共育的合力，实现教学目标与家长期待的

无缝对接，是当前教学实践中的一大挑战。

3 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在“双减”背景下的对

策研究

在当前"双减"政策的大潮中，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

犹如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既面临着波涛汹涌的挑战，

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政策旨在减轻中小学生

沉重的课业负担和繁重的课外培训压力，致力于塑造一

个更为均衡、全面发展的教育生态。在此背景下，中学

语文大单元教学如何调整航向，乘风破浪，实现教学效

果的优化，成为了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和积极实

践的课题。

首先，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双减"政策对中学语文教

学的深远影响。在减轻课业负担的导向下，语文教学不

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而是需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全面

发展。教师需调整教学节奏，避免过度追求知识的密集

度，而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

以及终身学习的习惯。同时，课外培训的减少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这要求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实践性

和生活化，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体验、感悟、运

用所学知识。

面对这一背景，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应当如何因势

利导，把握机遇呢？

第一，实施主题式教学，让语文教学更具深度和广

度。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教学内容整合为一个大的主题单

元，通过主题引领，将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多个

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围绕"古代诗词与现代生活"

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整合诗词鉴赏、写作训练、文化探

究等多个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深入理解诗词的同时，也

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思考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和意义。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能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第二，倡导探究式学习，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我们应当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通过问题发现、

资料搜集、小组讨论等方式，自主探索知识、解决问题。

例如，在学习《红楼梦》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小

说中的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等，鼓励他们从不同角度提

出问题，然后通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等方式寻找答案。

这种学习方式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

的基础。

第三，加强实践活动，让语文教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朗诵比赛、剧本

创作、社区文化调研等，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

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在学习《春江

花月夜》时，我们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比赛，让他们

通过朗诵感受诗歌的韵律美和情感美；在学习《雷雨》

时，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创作剧本并进行表演，让他们通

过实践深入理解戏剧的魅力和内涵。这些实践活动不仅

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审美

情趣和人文素养。

4 结论

"双减"政策对中学语文大单元教学提出了新的挑

战，但也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机遇。只有不断探索、创新，

才能在新的教育环境下，实现大单元教学的高效、优质

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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