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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高中新课程标准改革修订后，开始重视学生的语文素养。为了促使学生

在语文学习中语文素养可以不断地提升，现以“儒道之辩”开展项目化学习，通过既

定的核心目标，教师设计相关的学习任务，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教学，利用多元化

趣味性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儒家和道家思想，以此推动学生语文素养及相关语

文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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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不断发展，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自我思

想意识，所以高中教师要开展项目化学习，以小组合作的方式促进学生语言表达、交

流合作等综合能力的发展，推动学生的语文素养不断提升。项目化学习可以有效地将

语文相关资源进行整合，用不同文章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的语文知识内容，促进自身语

文素养的不断发展,且项目化教学是师生为了一个教学目标共同努力进行的教学活动，

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项目化教学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实践性、自主性、发展性及

综合性的发展，推动语文教学从“知识本位”向“育人本位”的方向转变 ，着力让

学生从碎片化学习转向整体化学习，让学生对语文知识进行深度的学习，以此推动学

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教师需要利用驱动性问题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兴趣，设定好学习目标，预设出项目化学习成果，并结合教学内容设计

学习任务，最后对学生进行评价，以此在项目化下推动学生语文素养的不断发展。因

此，以第二单元庄子的《五石之瓠》、老子的《老子四章》、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孔子的《论语十二则》四章建立“儒道之辩”项目化学习，利用项目化这种模

式，推动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学生语文知识素养和能力的发展。 

一、项目化学习设计过程 

（一）教师设计过程 

项目化学习是为了促进学生与语文知识内容间的联系不断缩短，让学生产生对语



文内容学习的兴趣，开展“儒道之辩”项目化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对儒家思想

和道家思想的了解与掌握，进而推动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发展。如在学习孟子的《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章节中，教师主要带领学生了解本文中孟子的思想主张，可以

用：“何为不忍之心？”作为课堂教学的导入，这种问题式导入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引导学生通读文章内容，而后结合文章内容创设情境，在项目化教学指导

下推动学生小组的形成，在小组内部，学生按照设计好的教学任务开展学习，教师做

好引导者的角色，在学生对全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好总结工作，如：“孟

子认为的不忍之心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他又要求知皆扩而充之，二者是否矛盾呢？”

小组内部会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在学生发表言论结束后，教师进行总结提炼：“在

我们日常活动中，私欲膨胀会导致善良被逐渐泯灭，所以我们要自觉扩大四端，即仁、

义、礼、智，树立健康的思想意识，以此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在本节内容结束后，

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评价，评价以鼓励为主，增强学生项目化学习的自信心，在“儒道

之辩”项目化学习过程中促进学生思想道德意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学生学习过程 

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小组内部自行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对资料进行查找，

通过自主查找了解到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宣扬“仁政”思想，根据教师所设计的

教学任务，一步一步对文章内容进行掌握，如对于文章中的虚词、实词等进行重点掌

握，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修己以安百姓。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

对儒道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了解，学生自主对资料进行查找，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和对知识的总结能力，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思想意识不同，所产生的想

法也就不同，项目化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个体思想意识的发展。儒家和道家思想

作为传承千年的文化，其蕴含的思想意识对学生的发展成长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在

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满足新课改下尊重学生发展的要求，也能促

进学生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 

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小组内部自行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对资料进行查找，

通过自主查找了解到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宣扬“仁政”思想，根据教师所设计的

教学任务，一步一步对文章内容进行掌握，如对于文章中的虚词、实词等进行重点掌

握，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文章的中心思想：修己以安百姓。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

对儒道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了解，学生自主对资料进行查找，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



力和对知识的总结能力，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个体思想意识不同，所产生的想

法也就不同，项目化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学生个体思想意识的发展。儒家和道家思想

作为传承千年的文化，其蕴含的思想意识对学生的发展成长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在

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满足新课改下尊重学生发展的要求，也能促

进学生对语文知识内容的掌握程度。 

二、教学案例分析 

（一）案例呈现 

主问题：儒道思想哪种更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精神需求？ 

教学过程：1.问题导入；2.研讨儒道思想的异同；3.情境设问；4.分组交流研讨。 

（二）案例分析 

1.问题导入 

在《论语十二则》中，教师可以利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翻译”作为教

学导入，让学生自主对其进行翻译，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参与项目化

学习的兴趣。教师按照同桌或是前后桌的形式开展项目化学习，利用问题式导入吸引

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在项目化指导下学生对课文进行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了解

孔子对于学习的态度、方法、目的，这些思想意识对学生会产生积极地影响作用，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生讨论时除了区别二者不同，更重要的是像这种君

子与小人截然二分并且完全对立的说法，在《论语》中多次见到。事实上，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所见的几乎都是二者之间的人。因此，在理解时，要有“动态人生”的观点，

就是把“君子”视为“立志或努力成为”君子的人，小人则是“无心或放弃成为”君

子的人。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学生进一步了解

到：个人道德修养，在内应该有深厚的修为品质，在外应该讲礼貌、懂学问，两方面

完美结合，才具有君子之风。在项目化学习中，教师引导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总结，

学生在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分享彼此观点，促进彼此思想意识的发展与进步。在问题

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注重选择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符合的案例，拉进学生与知识的距离，

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解读中，教师可以用学生的日常生活作比，让学生从《论

语》的评价中，对《诗经》的价值意义进行更加透彻的了解，同时可以结合阅读王开

岭《多闻草木少识人》，进一步加深对《诗经》被尊崇的原因探讨。有时候生活才是

学生对所学的最好注解，儒家的思考也恰恰源于生活。案例的选取是需要教师着重注



意的，只有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近，才能帮助学生对相关知识进行更好的理解。且儒家

和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

形成阶段，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可以引导学生正确价值观念的养成，但是单一的教学模

式难以让学生在对比中促进其思想意识的发展，在“儒道之辩”下开展项目化学习，

学生将不同的观念进行对比，充分了解儒道和道家的主旨思想，以促进学生正确思想

价值观念和相关语文素养的发展。“儒道之辩”项目的开展选择庄子的《五石之瓠》、

老子的《老子四章》、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孔子的《论语十二则》四章建立

“儒道之辩”项目化学习，在这些文章中分别将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庄子

和老子的“无为”思想很好地体现出来，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下，学生的价值观、道德

观可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当代社会发展迅速，学生受到西方思想、游戏等影响，价值

观逐渐僵化，家国意识逐渐弱化，儒家和道家思想则可以很好地激发和促进学生的家

国意识，儒家倡导“有为”、道家倡导“无为”，二者属于对立互补，可以对学生思想

道德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国家培育出具有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才。学生在学

习过儒家和道家思想后，对自身的思想意识也要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但要引导学生

对其进一步学习，就需要引导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教师可以

组建孟子、孔子、庄子、老子的学习任务群，深化项目化学习的主题，引导学生对语

文知识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与掌握[1]。 

2.学习任务 

项目化学习的任务需要在学习过程中经过反复的认证推敲，以此设计出适合学生

发展的任务。在儒道之辩的项目化学习中，学生复习了《论语》中的：“子曰：“学而

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等内

容，《老子四章》中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已经了解了一定的儒家和道家思

想，但是对于“儒道之辩”的核心问题与项目化任务也经过的几次推敲才最终形成。

教师最初将“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设为核心问题，将“展开一

场辩论赛”设为任务，但是最终被否决。因为问题的设置范围太过狭隘，禁锢了学生

的思维发展，且这种问题无法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无法达到项目化学习的要求。于

是进行了第二次设置，这次将“现代社会，我们应如何继承儒家和道家思想？”设为

核心问题，将“孔子、孟子、庄子三人来到当今社会进行面试，你作为该公司的董事

长，会选择哪一个进公司？你招聘他的理由？”设为核心任务，这次任务增加了趣味



性，可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与探讨的乐趣，也很好地关注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是

该任务由于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去较远，学生无法从该问题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高

中阶段的学生还无法接触到公司等概念，此次设置虽然提高了学生参加的兴趣但是无

法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符合，学生无法利用现代化对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与现代思想相

结合。第三次策划开始了，在这次策划中将“在当代信息技术等快速发展的今天，人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被满足，儒家和道家哪种思想更能满足当代人们的精神需求？”

设为核心问题，将“某导演要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名人的电影，孟子、孔子、

庄子三位之中选择一个进行拍摄，若你是导演，会选择谁并说出理由”设为核心任务，

该策划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接近且也具备一定的情境趣味性，可以极大程度上吸引学

生对项目化学习的兴趣。确定好项目设计的目标与任务后才能更好地开展项目化学习，

教师也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不断地更改目标与任务，以此满足学生发展需求。在实际

项目化学习中，教师也要将孔子、孟子和庄子相关的知识进行资源整合，让学生可以

有渠道了解相关的文章，从中体会其思想内涵[2]。上述对核心问题的设计，提高了学

生参与项目化学习的兴趣，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对儒家和道家思想意识有了更深层次的

掌握，对自身思想道德行为产生进一步反思，促进学生正确成长。 

3.“儒道之辩”学习过程 

教师先带领学生学习《论语十二则》而后带领学生学习《老子四章》，在学生对

两文进行完全掌握后，引导学生对两文进行对比，从文章内容、中心思想上促进学生

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程度。在项目化思想指导下，教师可以利用小组合作模式，让学生

自主对两文的不同进行对比，如在学习这一角度，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何不同？儒

家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道家则认为“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

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者表达方式不同，但是深究其

内涵所表达的都是“在学习上要脚踏实地”。在项目化学习中，教师只有设置好学习

任务。学生才能在明确地指引下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所以项目化学习目标的恰当与

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教师要注重在项目化中学习任务的设计。在项

目化学习中也将语文的核心素养落实到“儒道之辩”中，学生听说读写、思维等各方

面能力得到综合发展。在对庄子、孟子、孔子、老子的文章学习过程中，学生对文章

词汇、结构进行掌握，从中了解“仁”、“仁政”、“无为”等思想内涵，在语文核心素

养指导下开展项目化学习，学生从学习、朋友、自身行为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最终



一致认为：在学习上要懂得温故而知新，才能对知识进行扎实的掌握，对待朋友要周

全，在为人处事时不可道听途说。教师要发挥自身的职责作用，把握学生辩论的整体

方向，当学生在遇到知识困难时，及时引导学生思考解决，推动学生自主运用自身语

言能力对问题进行解决，如当学生在复习上遇到困难，在温故而知新的理论指导下学

生知道要对知识进行复习，但是在复习上却没有掌握好节奏，教师就要引导学生找到

适合自身的节奏对知识内容进行复习，以此帮助学生对知识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掌握[3]。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在每一个总目标下进行划分，根据学生间不同的学习能力设计

不同的学习任务，避免学习难度过高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可以将一个大的总

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采用紧密的联系，加强学生在项目化学习的趣味性，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拖动学生对语文知识内容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在项目化学习中掌

握好“儒道之辩”的相关内容[4]。教师也要对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增加学生在项目化学习的自信心，推动学生自主对儒道思想进行深入地探索，促进学

生思想道德意识和语文知识能力的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项目化学习中开展项目化学习，需要教师进行相关的设计，

确定项目化学习的目标与任务，用趣味性的设计提高学生参与项目化学习的信心，以

此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在“儒道之辩”的项目化学习中，学生可以了解儒家和

道家的思想内涵，以此促进学生自身思想意识的发展，推动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5]。 

 

参考文献 

[1]张慧. 高中语文教学的深度学习模式创建[J]. 中学语文,2022,(32):70-71. 

[2]蔡伟 ,高源 .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高中群文阅读教学策略 [J]. 语文建

设,2022,(21):27-31. 

[3] 谢 启 发 . 在 高 中 语 文 教 学 中 如 何 提 高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J]. 作

文,2022,(40):41-42. 

[4]李全叶.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高中语文群文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J]. 知识文

库,2022,(19):127-129. 

[5]吴莉玲 . 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J]. 天津教

育,2022,(25):14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