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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视域下的高中英语教学策略探析
刘映清

（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大单元教学模式成为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当前英语教学以课时为单位，课程之间的

系统性与连接性较差，导致学生的知识体系与认知结构建立不完善，成为影响学生英语语用能力发展与核心素养建设的重要因素。而大

单元教学以单元整体为设计思路，不仅强化了课时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能够按照系统化的结构与教学体系设置教学活动与流程，对学生

综合能力的发展具有良好效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展开研究，并分别从教学目标、教学主线、教学支架、教学评价等方面切入分析，提

出高中英语大单元教学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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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英语课程应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为目标，具体包括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学习能力四

项学科素养。大单元教学理念不仅可以强化课程内部的联系与结

构作用，而且能够深化落实核心素养培育，因此成为高中英语教

师推动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高中英语大单元教学概述

在传统英语课程教学中，教师习惯将每一个单元的课程内容

进行分解，进而按照模块化教学方式，分别开展“听力课”“词

汇课”“阅读课”等课型，针对性强化学生“听、说、读、写”

等各方面的能力发展。尽管该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效用，但对学

生学习能力发展与核心素养培育效果不佳。尤其在新高考政策推

行后，高中英语教学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综合运用，而教师必须

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发展之中。因此大单元教学

成为英语课程改革的典型趋势。

具体来说，大单元教学是指教师以单元整体为分析切入点，

通过同一主题下多项课程内容的整合，构建系统化的教学设计与

教学实践策略，由此形成明确的教学主题、目标、任务、情境以

及评价体系，从而实现教学流程一体化、结构化的设计目标。大

单元教学主要具备两个层面的基本特征，其一在于教学内容突出

系统性，教师需要结合单元主题巧妙调节与整合教学内容，从而

强化课程内部的系统性与联动性，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其二在于突出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大单元教学活动设计，可以转

变传统的师生关系，进而借助教学资源与单元学习任务的引导，

帮助学生开展自主与合作学习活动，并达到深度学习的效果。

二、大单元视域下的高中英语教学策略

（一）以大单元教学为导向，优化设计教学目标

在大单元教学设计中，教师应以深度学习为引导方向，由此

优化设计教学目标。具体来说，教师应围绕大单元主题整合课程

内容，并根据教学进度设计深度学习目标。一方面，要通过目标

引导，让学生明确本单元教学内容的情感要素与价值观内涵，从

而建立完善的大单元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要注重开发和锻炼学

生的高阶思维，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以“Teenage Life”这

一单元为例，教师可以根据本单元的具体教学内容与学情基础，

整合设计大单元教学内容与深度学习目标。

1. 教学内容优化与整合

教 师 应 整 合“Listening and Speaking”“Reading and 

Thinking”等五个教材板块的课程内容。本单元课程内容以青少年

生活为研究中心，不仅与当前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息息相关，而且

可以进一步结合当前学生的生活活动与心理动态，比如参加自己

喜欢的社团、学习高中阶段的课程、与同学共同参与课外活动、

与朋友友好相处等。因此，本单元课程内容与文本要素相对简单，

学习难度较低，并且各个板块之间的知识要素具有一定的关联特

征，教师即可围绕单元主题设计教学内容主体，并通过板块之间

的联动设计，强化大单元设计的整体性特征。比如教师可以整合

“Reading and Thinking”与“Reading for Writing”两个板块，一部

分课程用于讲解阅读文本的内容与情感价值观，另一部分则以阅

读文本为引子，组织学生以“Worried Friend”为主题进行写作训练，

让学生模仿阅读文本的写作形式，并运用其语法与长句子进行写

作，以此达到良好的衔接教学效果。

2. 学习目标确立与完善

在课程内容整合后，教师则要根据教学思路与课程标准挖掘

学习目标。以“Teenage Life”这一单元为例教师应从以下各个层

面设置学习目标。

第一，以听说材料与阅读材料展开练习活动，完成单元重点

词汇短语、语法知识、句型以及读写技巧的学习与掌握。

第二，以师生对话或同学交流为渠道，分析自己的特长与喜好，

并分享自己想要参加的社团。

第三，积极参与课内外学习任务与实践活动，建立直面困难

与不畏险阻的品质。

第四，根据教师指导，完成读写材料的分析与理解，联想自

己与同学或朋友之间发生的矛盾，并围绕该事件进行写作练习，

建立正确处理朋友矛盾的意识和能力。

（二）以大单元教学为主线，深化应用情境创设

大单元教学的优势在于可以将散乱的单元课程条理化与清晰

化，让学生建立宏观认识的轮廓与框架，进而达到系统化建构的

目的与效果。因此在大单元教学设计中，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确

立学习主线，由此沿着主线参与学习活动，确保学习内容的串联

与衔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发挥情境创设的教学引导

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并展开详细的学习活动。

以“History and traditions”这一单元为例，教师可以根据各国的历

史与文化知识创设不同的情境内容，由此引导学生按照学习主线

确立不同板块知识之间的联系，由此达到深度学习的效果。

1. 依托视听情境，引入单元主题

教师可以制作短视频，在课前导入环节播放，并由此为学生

展示中国、美国与英国等国家的基础历史文化知识。比如在中国

历史文化介绍中，教师可以结合视频讲述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

也可以介绍我国的节日文化、建筑文化等，展现中国文化的特色。

比如在介绍英国文化时，教师可以根据英国的英文全称，介绍历

史上日耳曼入侵、诺曼征服、光荣革命等重大事件。在美国历史

文化介绍中，教师可以从节日文化入手，介绍独立日、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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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等节日的来源与庆祝方式。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借

助视频展示不同国家的音乐、场景与画面，而且可以通过主动讲

述，引领学生置身不同国家与时间之中，由此即可延续情境主线，

引导学生发现不同教学板块之间的联系。

2. 开展对话情境，启发学生思考

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利用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学习活

动，并通过设置议题，组织学生开展对话讨论，从而能够依据情

境内容展开思考，为深度学习做好准备。在本单元教学中，教师

即可以单元导语板块中 Marcus Garvey 的名言“一个民族如果不了

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起源和文化，就像一棵没有根的树”为基础，

为学生设置“说说你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理解”议题，让学生主动

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与内涵，由此展开全面讨论活动。在此

基础上，教师可以进一步提出“作为英语学习者，我们需要怎样

了解英美等国家文化知识”等新议题，以此深化学生的思考内容，

并进一步探讨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与目标，达到思维升华的目的

与效果。

（三）以大单元教学为支架，开发高效学习任务

在大单元教学中，教师还应充分发挥支架式教学法的优势，

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础，引导学生既能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又能达成目标问题解决所需的能力素养，以此逐步递进地成

长与发展。在支架式教学设计中，教师应以大单元教学内容为基

础涉及支架，并以学生现有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为中心，设计对

应的学习任务，逐步开发学生的潜力，拓宽其最近发展区。对此，

教师需要掌握层次性教学任务的设计思路，并依托任务搭建学习

支架，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发展高阶思维。例如在“Morals And 

Virtues”这一单元中，教师可以围绕“传承优秀美德”这一单元

主题设计大单元学习任务。

1. 大单元学习任务设计

在本单元中，教师可以设计如下大单元学习任务：

第一，自主浏览并学习本单元学习材料，归纳并总结其中的

美德品质。

第二，开展小组讨论活动，结合学习材料中的细节内容，客

观评价主人公的美德素养。

第三，以本单元所学的语法、词汇与句型为基础，写作一篇

介绍自己最佳美德的作文。

针对以上三点学习任务，教师应优先从整体层面引导学生进

行材料分析，以此建立基本认知，并对任务支架有一定学习理解。

同时，则要细化学习任务的开展过程与落实环节，确保学生在各

个环节中能够围绕学习任务达成学习认知目标，强化自身的能力

素养。在信息归纳环节，要注重学生逻辑思维的锻炼与运用；在

学生讨论环节，要关注任务重点与难点的剖析；在写作任务中，

要发挥学生的知识迁移与应用能力，同时也要结合学生现有的知

识基础、生活经验与综合能力，由此帮助学生按照学习支架完成

全方位的探索，达成深度学习任务目标。

2. 大单元学习任务实施

为确保学生能够顺利参与并完成大单元学习任务，教师必须

进行跟踪式观察与启发式帮助。在第一项任务中，教师可以提前

为学生准备导学案、微课视频等学习资料，要求学生能够自主完

成对本课重点词汇、语法知识的总结，并能够理解听力或阅读材

料中的长难句，并在此基础之上达成美德品质归纳总结的目的。

与此同时，教师还需要注重在大单元教学中科学运用小组合作学

习方法以一对一指导方法，比如在具有较高难度的问题解决中，

可以通过小组合作集中学生力量共同解决；在学生遇到困境时，

教师可以一对一了解情况并进行侧面启发，让学生自主发现正确

的解决思路。

（四）以大单元教学为保障，优化评价考核机制

在大单元教学中，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能力与素养，教师

还需要优化评价与考核机制，并通过反省活动，引导学生了解自

身的长处与缺陷，进而构建完善的学习计划，有效解决其学习深

度不足、思维深度浅薄、学习方法缺陷等问题。首先，教师应针

对学生学习过程构建诊断性评价，以此引导学生发现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并能够在大单元学习活动中逐步改进和优化。其次，

教师应在学生学习任务完成后开展总结性评价，要求学生根据任

务目标判断自身学习成果是否达成目标，并由此分析下一步的学

习任务与方向。最后，教师还应开展点评与分享活动，让学生自

主分享学习成果，教师则进行点评与交流，启发学生进一步修正

与完善学习成果。例如在“Space Exploration”这一单元中，教师

可以开展以下两种评价活动。

1. 诊断性评价活动

首先要观察学生的课堂表现，并鼓励学生对自身的学习

情况进行评价，发现学生现存问题。例如在“不定式定语和状

语”相关语法教学中，学生在自评活动中发现自身对该语法的

掌握存在缺陷，教师即可引导学生回顾本单元中“Space：The 

FinalFrontier”阅读文本内容，通过检查学生学习时做的笔记，确

定其是否有针对“不定式定语和状语”相关语法的解释与记录。

其中部分学生未能及时做好笔记，教师即可从中引出一个长句案

例，并引导学生划分句子结构，进而明确每个词汇、短语与小句

在完整长句中的作用，并鼓励学生二次阅读与分析课文内容，重

新勾画和记录该语法相关的内容，以此达到诊断与评价的效果。

2. 总结性评价

在大单元学习任务初步结束后，教师同样可以鼓励学生开展

自评活动。比如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总结本单元的知识框架，并介

绍学生学习过程中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时，教师可以针对学

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总结性评价，一要提出学生是否达成大单元学

习目标，并指出下一步改进的内容。二要针对未能完成目标的学

生设计后续任务，并通过演讲稿写作框架设置，引导学生重新组

织语言并完成写作任务。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大单元教学的重要性不断

提升，已经成为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应针对性解决大单元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通过教学目标、教学

主线、教学支架、教学评价等环节的改革与优化，构建科学、高效、

有趣的大单元教学模式，以此为学生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充分

提升学生的知识建构能力、综合应用能力与核心素养能力，让学

生拥有可持续、个性化的学习素养与品格，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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