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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教科书体系结构和主要内容

  （一）阅读（ 6个）

  （二）写作（ 6个）

  （三）综合性学习（ 3个）

  （四）名著导读（ 2个）

  （五）口语交际（ 2个）

  （六）课外古诗词诵读（ 2个）

    ※补白



·  与七年级教科书作整体比较，把握八年级

“ ”教科书的“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

·八年级教科书的“不同之处”重要内容：活动探究单元

·八年级教科书的“不同之处”三组关键词



五个方面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一、阅读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三、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四、名著导读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五、口语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七
 
上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四时之景 亲情之爱 校园之美 人生之舟 生命之趣 想象之翼  

*朗读一：体
会语言之美
*品味精彩语
句

*朗读二：体
会思想情感
*把握作者的
情感

* 默读一：
一气呵成
* 梳理文章
的主要内容

* 默读二：
圈点勾画
* 理清作者
的思路

* 默读三：
摘录积累
* 概括文章
的中心

*默读四：快
速阅读
*理解联想和
想象

 

七
 
下

群星闪耀 祖国之恋 凡人小事 修身正己 哲理之思 科幻探险  

*精读一：字
斟句酌
*把握人物特
征，理解人
物情感

*精读二：学
做批注
*学习主要抒
情方式

* 精读三：
熟读精思
* 掌握叙事
角度，分清
详略

* 略读：确
定阅读重点
* 对内容和
表达有自己
的心得

*比较阅读 
* 学习主要
描写方法

*浏览：提取
主要信息
*对内容和表
达有所思考
和质疑

 

七上、七下整体安排

一、阅读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主
题

变化着的
     社  

会

生活的
 记  忆 山川美景 情感哲思 文明的

    印  迹
情操与
  志 趣

文
体

新 闻 回忆性散文
与传记

古诗文 散 文 事物说明文 古诗文

能
力
培
养

阅读新闻类
文章，把握
各类新闻体
裁的特点，
获取主要信
息，体会作
者的态度倾
向（活动探
究）

把握回忆性
散文、传记
的特点，学
习刻画人物
的方法，对
人物和事件
有自己的判
断

阅读写景类
古诗文，感
受山川风物
之美，积累
常见文言实
词

阅读不同类
型的散文，
把握其共性
和个性。注
重朗读，体
会作者对生
活的感受与
发现

把握说明对
象的特征，
学习说明方
法；揣摩说
明语言，增
强思维的条
理性和严密
性

借助注释和
工具书了解
内容大意，
积累常见文
言虚词和名
言警句

八上教科书阅读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主
题 民风民俗 科技之光 养性怡情 思想光芒 江山多娇 情趣与

理趣

文
体

 小说、诗
歌与散文

事理说明文 古诗文 演讲词 游记 古诗文

能
力
培
养

了解民俗，
尊重民间文
化，学会多
种表达的综
合运用 

理清文章的
说明顺序，
筛选主要信
息，领悟科
学精神和科
学方法

通读古诗文
，借助注释
和工具局了
解大意，积
累常见文言
句式

了解演讲的
特点，领悟
作者的思想
，获取有益
的启示（活
动探究）

阅读游记，
了解游踪，
把握叙述角
度和景物描
写的特点

诵读古诗文
，理解课文
内容，积累
经典语句

八下教科书阅读教学内容



三点不同

1.人文主题慢慢走向生活的“不同之处”现实和生命的“不同之处”本然。

2.阅读方法开始转向专业，文体意味渐趋浓厚。

3.阅读策略指向文体学习，更强调自主与深入。



三个特点

1.人文主题包罗万象，富有“诗意”。

2.阅读方法注重基础，逐步“爬坡”。

3.阅读策略通用性强，渐趋“精深”。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七年级重点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良好的写作习惯 ( “如“热爱 热爱

生活 , ”“ ”热爱写作 文从字顺 ),在此基础上初步培养写人记

事的能力。

 八上教科书延续基础训练，并开始强调文体训练和对象化写

作。八下教科书进一步强调文体训练，实现基础训练的应

用，提升文章内涵。

 八、九年级每个单元的专题设置尽量与本单元阅读的学习重

点相配合，写作题目力求灵活多样，并注重搭建台阶，突出

支撑性和指导性。



七、八年级教科书写作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第五单元 第六单元  

七
上
热爱生活，

热爱写作
学会记事

写人要

 抓住特点

思路

   要清晰

如“热爱何

突出中心

发挥

联想和想象

七
下

写出人物  

  的精神
学习抒情 抓住细节 怎样选材 文从字顺 语言简明

八
上 写新闻

学写传记

（人物小

传入手）

学习

描写景物

语言

  要连贯

说明事物要

抓住特征
表达要得体

八
下 学习仿写

说明的

   顺 序

学写

  读后感

撰写

  演讲稿
学写游记 学写故事



三、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在活动内容方面，八年级三项综合性学习活动的“不同之处”社

会性、时代性、针对性都比较强。

在活动形式方面，八年级综合性学习的“不同之处”专业性、复

杂性、开放性和持续性均有提高。



专   题 主要活动 能力培养点       类   
别

七

上

有朋
自远方来

专题资料搜集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料搜集
与研读能力；介绍和讲述

传统文化类

少年正是
   读书时

读书问题
         讨论会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倾听；
比较分析；内省力

综合实践类

文学部落 读书交流会，
        编辑班
刊

交流分享，组织策划；文学阅读
与创作的兴趣

语文生活类

七

下

天下国家 故事会
         朗诵会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讲述与
能力；资料搜集与研读

传统文化类

孝亲敬老
，从我做
起

主题活动：
    孝亲敬老
月

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组织策划；
 实用文写作

综合实践类

我的
 语文生活

调查访问；
        搜集整
理

拓展语文学习空间；梳理探究；
当代文化参与

语文生活类

七年级教科书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



专题 主要活动 能力培养点 类别

人无信不立

专题讨论；讲述

故事；访问；主

题演讲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料
搜集；讲述能力；演讲能力 传统文化类

我们的互联网时代

搜集网络词语；

问卷调查；小型

辩论；网络搜索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信息
技术辅助学习；观点陈述与
辩驳

语文生活类

身边的文化遗产 模拟申请与答辩

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

；撰写申请报告；提问与应

答；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综合实践类

八上教科书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



专题 主要活动 能力培养点 类别

倡导低碳生活 主题宣传

活动策划与组织；活动文稿
撰写；实地考察，获取第一
手资料；非连续性文本阅读

综合实践类

古诗苑漫步
古诗分类整理；品
味鉴赏；朗读会

资料搜集与整理；诗歌赏析；
诗词朗读吟唱

语文生活类

以和为贵 专题资料搜集；时
事讨论会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资料搜
集；策划与组织活动；聆听与
表达意见

传统文化类

八下教科书综合性学习教学内容



四、名著导读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八上：

 1.在篇目选择上，给出的“不同之处”六本著作均非纯文学作品。

 2.在导读重点上，特别注重指导某一类书的“不同之处”读法，与

阅读、写作相呼应。
八下：

 1.篇目的“不同之处”选择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

 2.方法指导侧重于构建读者与作品的“不同之处”对话关系。

 3.专题探究与阅读、写作相呼应。



 
名著导读 自主阅读推荐

七上

《朝花夕拾》：消除与经

典的“不同之处”隔膜 

孙犁《白洋淀纪事》

沈从文《湘行散记》

《西游记》：精读和跳读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李汝珍《镜花缘》

七下

《骆驼祥子》：圈点批注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柳青《创业史》

《海底两万里》：快速阅

读

 

阿西莫夫《基地》

J·K·罗琳《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七年级教科书名著导读教学内容



名著推荐 自主阅读推荐

《红星照耀中国》：

              纪实

作品的“不同之处”阅读

王树增《长征》

李鸣生《飞向太空港》

《昆虫记》：科普作品的“不同之处”

阅读

卞毓麟《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蕾切尔 ·卡森《寂静的“不同之处”春天》

八上教科书名著导读教学内容



名著推荐 自主阅读推荐

《傅雷家书》：

              选择

性阅读

乔斯坦 ·贾德《苏菲的“不同之处”世界》

朱光潜《给青年的“不同之处”十二封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同之处”》：

               摘抄和

做笔记

路遥《平凡的“不同之处”世界》

罗曼 ·罗兰《名人传》

八下教科书名著导读教学内容



第一，名著阅读只有纳入到语文课程的“不同之处”“额定”内容
中，才能有比较稳定的“不同之处”地位，才能有“语文课”的“不同之处”性
质。要“课程化”。

第二，名著阅读教学又不能变成“走流程”，读前发
表格，读后收表格，甚至每周每天读什么都给规定好。
不要“程序化”。

第三，名著阅读教学需要的“不同之处”是宏观的“不同之处”把控、精要的“不同之处”指
导、细致的“不同之处”关注和丰富的“不同之处”资源，这些配套读物试图提
供的“不同之处”就是这些东西。



五、口语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之处”简单比较
 七年级，为了与小学语文较好地衔接，主要融合在综合性学习中，培
养一般的“不同之处”口语交际能力，如：“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交
流”“耐心专注地倾听，能根据对方的“不同之处”话语、表情、手势等，理解对
方的“不同之处”观点和意图”等。

（“有朋自远方来”“少年正是读书时”“天下国家”“我的“不同之处”语文生活
”等）

 八、九年级以口语交际专题的“不同之处”形式和活动探究单元的“不同之处”形式体现，专题
包括讲述、复述、转述、应对、即席讲话、讨论、辩论等常见的“不同之处”口语
交际形式，活动探究单元涉及采访、演讲、朗诵、表演等（八上“新
闻”、八下“演讲”、九上“现代诗歌”、九下“戏剧演出”）。

 口语交际专题：为 “说”的“不同之处”教学提供了抓手。



小 结
 1.不同册次教科书的“不同之处”区别，既体现在具体内容

的“不同之处”不同，更体现在主题、任务、要求的“不同之处”变化。

 2.主题、任务、要求的“不同之处”变化有迹可循，把握这

些变化的“不同之处”规律和重点，有助于进行教学设计。

 3.抓住教材特点，把握“不同之处””，有助于

确定教学创新、教学研究的“不同之处”生长点和突破口。



八年级教科书的“不同之处”重要内容
：活动探究单元



何为活动探究单元

1.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课文为中心的“不同之处”单元组织方式。

2.以活动任务为轴心，以阅读为基础，以探究为内核。

3.整合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以及资料搜集、活动策划、

实地考察等项目，形成一个读写互动，听说融合，由课内到

课外的“不同之处”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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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句话概括

       1.阅读是基础。

       2.活动是特征。

       3.整合是方向。

       4.实践是精神。

       5.自主是本质。



活动探究单元与语文综合性学习有何不同

1.语文综合性学习的“不同之处”活动比较复杂；

   活动探究单元的“不同之处”活动相对较单纯。

2.语文综合性学习强调跨学科壁垒；

   活动探究单元主要是学科内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活动探究单元中的“不同之处”“活动”与“探
究”是传统语文教学中课堂活动和探究式教学的“不同之处”延伸与
发展。它们与“讲授”和“习得”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
抵触的“不同之处”关系。



八年级教科书的“不同之处”三组关键词



顺应与培养

1.八年级学生开始要“自己走”，不满足于“跟着走”；合
作、综合的“不同之处”学习能力有所提高。

2.八年级语文教学要从七年级的“不同之处”一般能力、一般方法，过渡
到专门化的“不同之处”能力与针对性的“不同之处”方法。

3.教材必须顺应学生、学科的“不同之处”变化规律，才能更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不同之处”语文素养。



自主与活动

 1.自主阅读是课标的“不同之处”精神，也是本套教材一以贯之的“不同之处”理念。

 2.八年级教材在“自主”方面的“不同之处”要求有所提高。

   第一，自读课文的“不同之处”比例有所提高，每个现代文单元都安排两篇自读课文（七年级为

一篇），古诗文单元也有自读课文，活动探究单元的“不同之处”课文则都设计为自读课文。

  第二，两篇现代文自读课文中有一篇不设旁批，只有阅读提示，更需要学生在阅读中

依靠自己的“不同之处”力量。

  第三，课后练习、阅读提示中推荐的“不同之处”阅读篇目数量有所增加（文言文课文也有推荐阅

读篇目），类型也更丰富。





 

3.八年级教材中的“不同之处”“活动”绝不仅限于活动探究单元。

如《苏州园林》课后练习：



文体与方法

 1.文体线索特别明确，文体范围有所拓展。
      八年级以实用文体为主，如新闻、传记、科普作品、演讲词、游记等，交叉
安排说明性文章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有不少是非文学文体。

 2.文体安排细致集中，方便进行比较阅读。

 3.抓住不同文体写法、语言的“不同之处”特点来设计。



单元目标：认识散文类型，品析写法语言
，丰富精神世界。



单元目标：感受古人的“不同之处”智慧与胸襟，把握 
   多样的“不同之处”文体，积累文言词语和名句。



在各单元能力培养中点明指向特定文体的“不同之处”阅
读方法和阅读策略

   八上第二单元：了解回忆性散文、传记

   八上第四单元：了解不同类型散文的“不同之处”特点

   八下第五单元：了解游记的“不同之处”特点

活动探究单元更是强调在实践中把握新闻与
演讲两类文体

   八上第一单元：把握新闻各类体裁的“不同之处”特点 

   八下第四单元：把握演讲的“不同之处”特点

写作专题同样以学习各类文体的“不同之处”写作为主

   新闻、传 记、说明文、演讲词、游记、写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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