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汇
总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一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指教师在对课程标准，教材等教学指导性
资源进行深入地解读和剖析后，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以及学生的情况和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分析、整合、重组，
形成相对完整的教学主题，并以一个完整的教学主题作为一
个单元的教学。这里的单元是一个教学主题，由若干节具有
内在联系的课所组成。

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若干节课相互间形成一个有机的`教学过
程，其知识、方法、态度等内容也集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板块，
不能简单理解为单元就是“教材的单元”。一个教学单元应
该有多大，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要根据目标、内容、学生发
展的需要等方面来确定。

目前，老师们的教学设计大多拘泥于单课时内容的就课论课，
一方面缺少了整体上的把握，另一方面对各种教学要素的选
择和应用缺乏回旋余地。因此，“单元教学”跟传统的单课
时教学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系统教学，后者是先
分散后总结式的教学。化学新课程提出的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整体，是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实现科学素养提升的
多个侧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教师的每一堂课都应当体现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因为
这些目标是难以分割地融合于一体的。



但是，就一堂具体的课堂教学而言，又有一个更需要突出什
么目标的问题。有的课程内容宜通过“亲历过程”获得方法
的启示，就可以突出“过程与方法”目标；有的课程内容蕴
含丰富的思想道德因素，就可以着重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教育。那种将三维目标不加分析机械地套用在每一堂
课上的做法，并不是很妥当的。笔者认为，在实际教学中，
要全面关注三维目标并将它们整合于统一的教学过程之中；
落实三维目标的基本单位不应当是一节课，而应该是一个单
元。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二

因此，我是这样处理的：

学习本文之前，我让大家搜集有关写母爱的篇章句子，在课
堂上进行互相传阅、讨论、欣赏，在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
明显的发现母爱的光辉映照在他们的脸庞，接下来，让他们
细读《永久的悔》并谈谈他们的阅读感受。他们的感受大体
有下面几种：朴实；语言平淡；与《背影》的风格相似；选
取的事例简单；日常生活中的吃饭写得太多，悔的内容太少；
印象不太深刻；有的同学干脆说读不懂。

针对这种情况，我让学生从文中找出有关母亲与吃饭的句子，
问：“你们发现了什么？”学生很快从文中找出“我小时候
吃的东西，除了黄的以外，所有好吃的东西几乎与母亲无
缘”“为什么呢？除贫穷之外还有什么？”“舍不得吃，有
机会的话也会留给孩子吃。”我趁机再问：“你们的母亲有
没有类似的情况？”同学的回答很笼统，大体上好吃的舍不
得吃留给我们，当我问到他们具体的细节是，他们却茫然了。

于是我用《妈妈爱吃鱼头》的故事来进行引导：妈妈讨厌吃
鱼头，却一直谎称爱吃鱼头，直到儿子长大、直到生活富裕，
才说出真-相，得知真-相时，儿子满心的愧疚和悔恨，恨自



己的天真，恨自己的无知。

这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平常吃饭时，妈妈总是把瘦肉留
给我，自己吃肥肉，说肥肉咬得动，我记得他好像与邻居说
过讨厌吃肥肉……”说到这儿这位同学声音小了许多，脸上
的神情也发生了变化。另一个同学说：“妈妈特别喜欢喝菜
汤，有时加点开水冲一冲，还说营养都在汤里，现在想来不
是那么回事……”其他同学开始骚动起来，与同学诉说着什
么。

我又趁热打铁向他们讲述了电视剧《我的兄弟姐妹》中的片
段：妈妈给孩子盛完稀粥后，看着被饥饿困扰的正像夏初疯
长的玉米苗一样的孩子们，大口大口地喝着粥。一个孩子问：
“妈妈为什么不喝?”妈妈笑着说：“我早已喝饱了。”说完
深深地咽了咽唾液。孩子们吃饱后一哄而散，妈妈把每一个
碗，一个一个舔干净，放进水盆里，而她所舔得碗，早已被
孩子们舔的可以放光了。

“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同学们纷纷发言：“孩子太不懂
事了， 太无知了。”“我想要流泪，感觉像针一样的
痛。”“敬佩母亲默默的爱，母亲的无私与伟大让我感
动。”“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却独自吞咽痛苦。”
我再次引导学生找出有关季老的家境、年龄、经历的句
子：“家境极端贫困，无立锥之地。”“年龄太小”，“说
不清楚，只记得吃的极坏”，“六岁之后远离” ，“母亲送
出去”，“寄人篱下”。我又引导学生换位思考母亲的处境，
思考的结果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吃饱也不能满
足”，“无法让儿子吃饱吃好”，“为了儿子忍受离别之痛，
送走儿子，”“饱受思念之苦”，“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
双重煎熬”，“好像一辈子也没笑过”。

同学们很快找出文中直接抒情的句子。我与学生反复读，有
感情地读，有的同学带着颤音去读，有的同学读到结尾时读
不下去了。他们的感受是：“真实自然不造作”，“让人容



易接受，能体会他的心情”，“这悔伴了他一生”，“真情
流露荡气回肠”，“出自近90岁的老人口中，震撼力很大揪
人心”。

下面是同学们反馈回来的信息;

公菲（性格内向）：平时我与母亲话不多，晚饭时我为母亲
夹菜，母亲很意外，一直说“你吃你吃”话语哽咽，我才发
现平时为母亲做的太少了，她脸色通红，最后抑制不住，放
声大哭。

刘宁：给爸妈分别夹了菜，说：“爸妈辛苦了，儿子让您二
老操心了。”爸有点惊慌失措：“这小子怎么一下子懂事
了”，说完把菜一口咽下，“真香真香”。

孟潞：（在日记中多次倾诉对母亲的不满，母女关系不太融
洽）为妈妈倒水，妈妈请您喝水，为了这个家您也不容易。
母亲说：“不用拿好话来哄我”，但满脸微笑，语气柔和。

乔羽：做了一顿晚饭，虽不香，父母吃的却津津有味。

秦阳：吃饭时抢着吃肥肉，把瘦肉夹给父母说：“最近特别
想吃肥肉，我要增肥”。

鲁发亮：（有点叛逆，老是惹事）老师，我没回家，我说的
是春节的时候，我给爸妈分别敬了一杯酒，然后跪在地上重
重的磕了三个响头，我妈感动得大哭。

（他虽然是笑着说的，眼里却含着泪花，语气温柔，动情。
同学们都看着他，眼里充满了敬佩。我想那时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想法，要为父母磕几个响头，因为教室里的掌声证明了
一切。）

韩晶：为妈妈梳头，发现母亲有了白发将其狠心拔下，并为



妈妈梳了朝天辫，妈妈虽说我胡闹，却在镜子里照了又照。
为爸爸剪手指甲，他有点不好意思，脚趾甲死活不让剪，找
机会补上。

王建：与妈妈同行，把妈妈一口气背回家。妈妈刚开始不好
意思，后来怕累着我，要下来，再后来乖乖趴在我的背上，
就像小时候我趴在他的背上一样。我虽然有点累，却很幸福
很满足。

（同学们刚开始笑，后来若有所思，再后来就是掌声一片）

这时我插入了一段与王建妈妈的谈话内容：小饭店太忙，他
对客人的要求尽量去做，也不偷懒，有时他还主动招呼客人，
以至于经常迟到，但从未抱怨，说多干一点，母亲的辛苦就
少一点，想想有点对不住她。讲完后全班一下子静了下来，
有的同学面面相觑。当时我没注意，后来才得知，这个班的
同学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早读时间谁迟到，就自动在
门外站着读课文，谁偷懒就全体抗-议。自然王建是常客，听
到老师的讲述后，他们为以前的做法感到不好意思，后来对
王建特宽容，他主动罚站同学们又不愿意了，他们被王建的
孝心感动了。

这节课同学们的共同感受：平时忽略父母了；父母的要求很
低 ；而且特容易满足；给予父母的太少了。

共同打算：一有机会就做这样的“作业”。

当结束这节课时，我被季老的真情所感动，也被孩子们的真
诚所感动，都源于那人间至真至纯的大爱——母爱。

这是我从教以来最难以忘记的一节课。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初中语文单元教学反思。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三

以前我们的学习总会把课文当作重点，单元导语曾经受到过
不屑一顾的冷遇，原因是以前没有认识到单元导语蕴含的内
在价值和对学生的指引作用。但在的单元整体教学，首先需
要教师高度重视单元导语，让学生根据单元导语，制定自己
一单元的学习目标，并且引导学生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课文，
并将这一单元列出提纲。看了单元整组教学的介绍，才知道
我们在教学新的单元时，不能将每篇课文单独来备课，而应
该从整体上把握，让学生从整体入手感知单元，可以让学生
知道这个单元学什么，自己将要经历什么，兴趣点与疑惑点
在哪里，可以结合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在一个相对大的范围
内确定学习目标。我们将“单元整体感知”独立成一个课时，
可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

通过学习我还发现单元整体教学还具有以下优点：

（一）这种“单元整体教学”与学生自学、分组教学相结合，
能有助于学生的全员参与，整体提高。单元教学的时候，都
要求学生先自学每篇课文，找出不懂的问题，然后在小组内
提出并交流。由于交流阶段一般在自学基础上进行。交流内
容一般为：学懂学会了什么；提出不懂的问题或值得讨论的
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有的放矢地引导全班学生讨论以求
得到解决。全班同学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学
生的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

（二）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扩大了学生的课
外阅读量，开阔了视野，积累了知识。由于单元教学的速度
快，效率高，因此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指导，
进一步提高了阅读能力。

通过这次“单元整体教学实践”在线研讨的活动，我感觉到
单元整体教学不仅是对教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也是对
学生们的一次考验。在今后的实际教学中我们一定更加努力



的在学习中探索，在总结中提高使自己更快的适应新的教学
方法。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四

近期，我有幸参加了xx市初中语文教师专业培训。经过一天
半的学习，听讲座，观摩评议课活动和优质课，受益匪浅。

—专业讲座含金量高，提升了我的业务和理论水平—

首先，靳志艳老师关于咬文嚼字式主题精讲的报告，让我对
主题精讲和咬文嚼字式主题精讲，有了更加系统而深入的认
识。明确了主题精讲的概念，了解了咬文嚼字式主题精讲的
注意事项和操作流程。报告涉及教学目标的确立、精讲的时
机、精讲问题的设计、精讲的语言和精讲的活动安排等等，
内容精细到备课授课各个环节。让我深入的了解了何为精讲
教学以及精讲教学该如何操作。这是一场集专业性和实用性
为一体的高水准报告。

随后李芳老师关于《让笔在纸上谨慎行走》的作文专项报告，
让我明确了作文该怎么教。首先是卖出审题的第一步，明确
写什么，为什么写？怎样写？第二是颜值秒杀一切，给作文
洗洗脸，也就是书写至关重要。书写最基本的要做到卷面工
整，不出格，不歪斜，不连笔，不勾抹涂改。教师向学生提
出的要求，先由字慢用力方正开始，再由整齐努力向漂亮发
展。第三是第一时间征服读者，让开头吸引读者的目光。比
较好的开头，有以下几种：短促有力的、景物描写的、运用
诗句的、直接入题的、题记出色的、点题定位的、文采飞扬
的等等。第四，突破选材瓶颈，找到兴趣特长爱好，描写属
于自己的生活，巧借材料，改头换面。第五，美好的语言迅
速占领读者的内心。让语言生动起来有以下几种方法：色彩
搭配，调整句式，缩短句子，景物描写，百用不厌的比喻，
祈使句提气，用文言字词，口语接地气，给万物以名称等等。
第六，梳梳头发，理清思路，布局工整，力求让读者秒懂。



第七起承转合，重在转。转的媒介可以是一物，比如一棵树，
一丛草，一朵云，一朵花，一垛墙，一个广告牌子等等。第
八，没有重点，哪来中心要注意详略，第九，扣紧扣子擦亮
鞋子，紧扣主题，第十，让感动沐浴我们，让感动拯救我们，
唯有真情动人心。最后李老师动员大家要打一场漂亮的文字
仗，同时还以自己多年的从教经历以及对语文的热爱，告诉
我们老师要有一份厨娘的热情。

下午的报告是庞老师和席惠敏老师就大单元备课进行了系统
又细致入微的讲解。提升了我们备课的站位和深度，有利于
我们的实际教学。

大单元备课教研评议活动，研之有理，研之有效

八年级语文组各位老师就八上第四单元散文这一单元进行了
集体备课活动。站在大单元备课的视野之下，就三位主备老
师的教学设计，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了中肯的有效的
改良建议。主备老师也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在教学设计上进
行了的改进。他们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大单元备课，什么是
有效的集体教研。在以后的教研活动，自己该怎样思考，该
怎样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整个备课过程让我感到了集体的智
慧。而且大家的智慧都是集中一点，有的放矢。在大单元备
课的角度下，进行了自己的思索，才能提出更有效的建议。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磅礴力
量。

随后的课后评议活动，更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评课议
课的视角。主评老师们分成了不同的角度，由导入到问题的
设置到提问的时机到教学的语言到版书的设计到学生主体活
动等等，这样分角度观课议课。效率更高。

闫贺老师执教《背影》，她的设计思路让我耳目一新。同时
也感觉这个思路要更顺畅，更能攻克教学的重难点。由真实
的父爱的故事，导入课题，代入感非常强。后直接到文章中



的重点段落分析背影，体会父亲的难，体会父爱的深沉。接
着分析父爱子子不解，儿子并没有体会到这份父爱，也没有
理解这份父爱。然后有分析道，父爱子子怜父。推出父子关
系大事表从18岁到32岁。结合着文章的写作背景，让学生理
解了最后父子的和解。同时拓展到学生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自己该如何与父母相处。思路清晰，又重点突出更不乏新颖
的点睛之处。咬文嚼字的精讲教学理念在这个课堂中表现得
淋漓尽致。

亚敬老师执教的《白杨礼赞》更是让我惊叹。抓住两个字，
一个那一个这就理清了文章的写作思路，并把托物言志以及
情感的变化都一并清晰的捋了出来。找点之准，构思之巧让
人赞叹不已。更让人望尘莫及的是，她对文章朗读的指导。
精心设计朗读教学活动，读出远近，读出强调，读出情感，
三个不同的层次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指导的精准又到位。

丁国斌老师执教的作文课《发现我的特点》，副标是素材扩
展，这节课是针对目前学生在写作上的一个素材瓶颈问题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引导。这节课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每个学生都是一次多的回答问题的机会。由例文
《这就是我》来分析，我有什么特点，引导学生明确特长爱
好才是第一素材库。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
析，素材到底从哪里来？这节课让我耳目一新的同时也意识
到了作文素材的瓶颈该如何突破。

总之，这一次的学习让我明确了语文精讲教学的思路，同时
也开始有意识的站在大单元备课的角度去思考自己课前的备
课活动，确定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环节。作文也在素材方面，
在作文的整体教学辅导方面有了更明确的方向的和清晰的思
路。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五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单元语文教学已经逐



渐成为了许多地方中小学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全面提升了
学生的阅读理解和语文综合能力，给学生带来了更为科学、
全面、高效的学习方式。在我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深刻认
识到了大单元语文教学的重要性，有了许多的心得体会。

首先，大单元教学实现了从知识点到知识体系的转变。以往
的教学方式强调知识点的讲解与学习，学生缺乏从整体上理
解语文知识的能力。而在大单元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探
究和讨论，从具体的知识点逐步拓展到整体的语文知识体系，
使得语文知识的学习更为全面，更能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其次，大单元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主动探究意识。在大单元
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充分思考、探寻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学习方式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加注重
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和探究者的培养。

第三，大单元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大单元教学强
调了对文本的全面分析和理解，培养了学生在深入理解文章
表层意义的基础上，对文章深层次意义的理解和思考能力。
这种深度阅读能力，不仅能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质量，
也能更好地启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第四，大单元教学方式缓解了中小学生“升学压力大”的问
题。以往的教学方式缺少了对学生兴趣爱好的关注，过于注
重考试成绩，导致许多学生面对严重的“升学压力”。而对
于大单元教学，由于教学内容的深入、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
方式，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缓解了“升学
压力”的问题。同时，大单元教学也降低了严重的“应试教
育”环境对学生的压迫感，让学生在学习中得以开阔视野，
发掘自身潜质。

最后，大单元教学能够培养更为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大
单元教学注重的是学生成为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更注重
学生各种技能的培养。这种方式使得学生的素质更为全面，



不仅能提高语文素养，还能培养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
识，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大单元语文教学是我多年来教学实际中的最爱，
它使得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追求卓越，追求进步，更为全
面。大单元教学更能够引导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探究和思
考，这是传统教学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大单元教学法具
备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今后的教育实践中，我将更加注重这
种教学方式的应用，从而改善学生的语文水平，并启发学生
潜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六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代社会对语文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字形教学对学生的写
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多年的教
学实践和不断的总结，我在初中语文课堂中为学生进行文字
形教学，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在这里，我将从提高学生
的写作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
维、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等方面，谈
一谈初中语文字形教学的心得体会。

首先，文字形教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文字形
教学通过展示不同风格、质感和效果的字形设计，可以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在我的课堂上，我会选择一些脍炙人
口的字形作品进行展示，让学生了解到文字也可以如此美丽
和有趣。此外，我还会鼓励学生自己设计字形，让他们从中
体验到写作的乐趣。通过文字形教学，学生对写作的兴趣逐
渐增强，他们愿意在写作中不断尝试创新，从而不断提高自
己的写作能力。

其次，文字形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文字形教
学不仅仅是让学生欣赏美丽的字形，更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和
思考文字的形态结构、线条运动以及色彩搭配等元素，提升



学生对文字表达的敏感性和思辨能力。在我的课堂上，我会
组织学生进行文字形比较和分析，让他们了解到不同字形的
特点和表达方式。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得
到了提高，他们在写作中有更多的选择和创新空间。

第三，文字形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现代社会中，
创新思维被越来越多地重视。文字形教学通过展示和探索各
种字形设计的可能性，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在我
的课堂上，我会鼓励学生自己设计独特的字形，并提供一定
的创作空间和指导。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的想象力得到了
更好的发挥，他们在写作和创作中有更多的独特表达方式，
提高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四，文字形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是一
种重要的文化素养，也是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之一。文字
形教学通过展示各种具有审美感的字形设计，可以提高学生
对美的敏感度和欣赏能力。在我的课堂上，我会选择一些具
有艺术性和美感的字形作品进行展示和分析，引导学生审美
感受。通过这样的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得到了提高，他们
在写作和创作中更加注重形式和品味，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品
位。

最后，文字形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在文字形教学
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不断地观察、思考、比较和分析，需要
耐心和毅力。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和耐
心得到了锻炼，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同时，文字形教学还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让他
们更加乐观和积极面对挑战。

总之，初中语文字形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
达能力的提高。通过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字
表达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培
养学生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探索，我在初中语文课堂中取得
了一些可喜的成效。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我相信



文字形教学会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篇七

语文教学存在着方方面面的问题，要全面系统地去研究和讲
解，不是一时半刻能做到的。在此，我仅从写作方面进行一
些简单的总结。观点想法不算成熟，有待大家共同探讨和激
励。

几年下来，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学生语文成绩很好，也写
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们中大多数不太喜欢语文课，因此上
课也是漫不经心的；另外一些学生很认真，语文课上老师说
的每句话，板书的每个字，他们都会记录下来，可是语文成
绩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局？原因很简单，前
者爱看书，而后者却把看书当成了任务，努力完成，体味不
到其中的任何乐趣。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语文教师给自己
的定位就十分重要了。

首先我们要充当引路人，引领我们的每个学生走进文学的殿
堂。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当你把阅读变成你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时，还用担心读书认真不认真的问题么？所以，
面对初一的学生，我并不急着分析课本，而是向他们介绍中
外名著，把其中的经典情节用幽默的语言简单的讲给学生听。
这样做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吊起学生的胃口，让他们自发的去
找名著阅读，这样比你苦口婆心的向他推荐，声色俱厉的强
令的效果要好得多。

我觉得语文学习决不能停留在表面。所以，我经常给学生读
美文，引导学生讨论其中蕴涵的哲理，提醒他们其中优美字
词句的意境，并要他们写下听后感。这样训练的结果，学生
从文章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提高了，而且因为听的多，视
野也开阔了，写起作文来也是素材多多，观点新颖，经常会
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出现呢！



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一方面为将来提供了一个回
忆的出口，让大家练就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另一方面也是为
写作积累素材。很多学生一到写作时就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写，
就是因为缺少了生活的素材。

但凡平时觉得优美的语句，可以摘抄在一个本子上。还有一
些名人名言啦，名人事迹啦，作为写作时的范例引用，增强
写作说服力。不至于使文章显得过于空洞。

要求每一位同学按照学号的顺序，一课一生，在课前三分钟
进行一个简短的演讲。一方面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口才。另
一方面，他们为了演讲势必要做一些演讲准备，收集材料等。
对写作也是有益的锻炼。

以上是关于加强写作能力的一些浅见，写出来只是想告诉大
家，语文教学效果的呈现必须以老师与学生的完美配合为前
提。若忽视这一点，教语文真成了费力不讨好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