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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化的思维取向



单元整体化设计
通过单元导语引出艺术之美，以“

音乐”“书画”“戏曲”“个性”

等展厅为架构，引导学生感受艺术

魅力。

精读与略读结合
在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后，略读课文

《京剧趣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进一步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展

开想象。

单元目标引领
通过任务链的方式融通单元主题情

境，将阅读想象和感受表达连成一

条完整的任务链推进，落实单篇文

本教学。

系统思维场
立足系统思维场，锚定单篇教学目

标，融入问题驱动式语用学习活动

，在主题活动情境下展开子任务进

行学习。

招募文化小使者
教师以招募“中华文化小使者”为

任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

生走进单元文本，感受艺术之美。

视角：联结单元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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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点：指向思维发展

激发兴趣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关于京剧的文章，

激发他们对传统艺术的热爱。

培养思维

聚焦“趣”字展开教学，让学生发现

京剧的趣味之处，并思考作者如何将

京剧写得有趣。

想象体会

结合语文要素，让学生借助语言文字

展开想象，体会艺术之美。

猜测演绎

聚焦重点语句展开想象，通过对身份

、事件、动作、心情等猜测与演绎，

充分体验文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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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融通式的素养旨归



深入理解艺术形式
通过学习课文，可以感受到背后丰富的艺术趣味，进一步运用想象的方

法发现与体验抽象的艺术形式。

培养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学习课文有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

理解抽象的艺术作品。

目标的匹配性



突破形式单一性
学习中要突破形式的单一性，搭建想象支架，

实现虚实结合。

虚实相生
课文介绍了京剧的虚实相生和动静结合的表

演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达成能力发展。

活动创新
教师由扶到放展开活动形式的创新与突围，

引导学生深入体会道具的真实表演场景。

活动一
在学习“马鞭”的过程中，通过“找”“想

”“展”三步操作，引导学生由找句子到想

象场景，再到试着演生动。

活动二
在学习“亮相”时，请学生在形式模仿中体

会京剧的内涵和独特韵味。

双重体验
活动设计引导学生充分体验以虚拟实、虚实

相生的艺术特色，同时感受亮相的特有手法。

形式：关注活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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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指向性

小组合作讨论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找出文中不理

解或疑惑的地方进行深入讨论，交

流、补充和想象最有趣的亮相画面，

并表演展示。

京剧调查报告 自主选择活动

在“戏曲展厅之京剧展”活动中，

学生观看完整的京剧表演，并小组

合作完成一份题为“京剧趣谈之”

的调查报告。

学生可自主选择参与“学习一段京

剧唱腔”或“扮一个京剧人物”的

活动，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京剧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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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任务化的路径选择



在思辨中体会京剧动静结合的特点，进而对京剧国粹艺术之意境美、动静美

和虚实美产生切身体会。

京剧艺术之美

京剧之怪异之处在于其动静结合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京剧具有独特的艺术

魅力。

京剧的魅力

确定核心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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