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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教学观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研究
崔小菊

（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市皇甫学校，甘肃 华亭 744100）

摘要：大单元教学有着较为明显的内容整合性与目标导向性。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大单元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拓宽学生视野，同

时也能使其语文核心素养得到培养，带给他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深入理解大单元教学的重要意义，树立起正确

的大单元教学意识，立足于学生的实际需求与学习特点，结合新课标的要求，将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主要教学方向，提高初中语文教学

工作的开展效果。基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阐述大单元教学的特点，分析大单元教学的基本原则，探究出大单元教学在初中语文教学中

的应用策略，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些参考与帮助。

关键词：大单元教学；初中语文；教学改革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大多将课时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教学

目标通常也被课时目标所代替，这就导致部分知识内容之间的割

裂感较强，前后内容的联系不够紧密，不仅会影响学生知识体系

的构建，同时也会导致学生的学习出现困难。因此，在新课改背

景下，教师应当积极转变教育理念，尝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从“课时教学”逐渐迈向“大单元教学”，探索出更多的初中语

文高质量教学路径。

一、大单元视域下初中语文教学特点

（一）学习内容结构化

在单篇教学中，教师大多以某一个单独的知识点或技能为核

心进行讲解，这就导致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会积累大量的零散知识

点，且由于他们尚未形成良好的思维意识，因此无法将这些零散

知识点进行有效整合。而引入大单元能够打破单篇教学的局限性，

从而将单元内的教学资源进行有效串联。以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上

册第五单元的教学为例。这一单元的内容主要是科学性事物的说

明文，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科学性食物说明文的特点，

并关注到单元内各文章内容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例如当学生阅读

完《中国石拱桥》与《苏州园林》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用同样

的方法再阅读《蝉》与《梦回繁华》两篇文章。当学生完成本单

元四篇文章的阅读后，教师就要带领学生总结说明文的阅读策略，

并为他们布置相应的写作任务，确保他们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进

行有效应用。

（二）学习过程情景化

在大单元教学模式下，想要保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就

要为其创设出适宜的学习情境，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获得

更好的学习体验，从而在学习活动更加活跃。例如在学习七年级

上册第二单元时，教师就可以以“亲情”为主题创设教学情境，

让学生将自己带到作者的视角，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三）学习方式活动化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普遍缺少较为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这是由

于大多数教师已经习惯自己作为课堂的主导者，认为讲授式教学

法的效率更高且更容易对学生进行管理，因此也就不会花费过多

的精力设计教学活动。此外，还有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思想较

为老旧，所组织的教学活动缺乏新意，学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课

堂学习之中。在大单元视角下，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探索性

的活动内容，让学生在探究中实现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全面提升。

在大单元视角下设计教学活动，应当确保单元活动与教学主题保

持一致，并强调活动与活动之间的连贯性。

二、大单元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生本原则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也是教学工作的主要面向对象。因此，

一切课程理念与教学方法都应当以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为目

标。在此要求下，教师在教学中就必须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人翁地位，

激发学生的自主意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大单元教学

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服务于学生的个人发展。此外，教师还要与学

生进行及时交流，以此来了解每一位学生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实际

学习需求，并将所得结果融入进今后的课程设置之中，以学生发

展为唯一导向，提高单元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真实性原则

想要充分发挥出大单元教学的价值，就必须保证学习任务与

教学情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只有真实的教学情境才能有效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课堂参与度。而要想实现这一点，

教师在设计学习任务时就要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出发，确保所创设

的教学情境能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生活化的教学情

境中，学生的思维能够更加活跃，其创造力与想象力也得到了进

一步的激发。

三、大单元视域下的初中语文教学困境

（一）缺少人文性内容

人文性内容一直以来都是语文教学中一关键内容，然而目前

我国初中语文教学中有关这方面的教育内容较少。在以往教学中

多数教师还是更加关注学生的语文科目成绩，这就导致学生虽然

掌握了语文书本中的基本内容，了解了文章思想与内涵，但是却

无法将其进行内化。学生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与思想，自然也就

无法得到均衡发展。此外，部分教师受到应试教育的思想较为严重，

在教学中只着重引导中考会涉及的部分内容，最终导致学生逐渐

产生厌烦心理，严重影响语文教学效果。例如在九年级下册中，

许多教师只会着重讲解第一单元的诗歌部分，而忽略了第五单元

中的戏曲内容。

（二）忽略学生的需求

想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就要重视课堂互动的价值，并

搭建起师生之间有效的沟通桥梁。然而目前许多教师在开展大单

元教学时并未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不知道学生真正想要

的东西是什么，进而导致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选择不够合理。学生

学习难度大，学习兴致低，这些问题都会对初中语文教学造成严

重影响。大单元教学的应用需要将精读与略读相结合，将单篇内

容与单元相结合，以此来提高单元教学的整体性与深入性。

（三）教学目标不明确

许多初中语文教师在运用大单元教学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

原因是没有为单元教学设置明确的目标。因此，教师应当通过主

题性教学方式，将教学目标进行明确，让学生能够深度感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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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而实现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此外，还有部分教师的时

间运用能力不足，无法将有限的时间进行充分利用。例如在进行

文言文教学中，多数教师都是系统性地向学生介绍文章的写作背

景与作者生平，然后逐字逐句地解释文章翻译，以此来让学生了

解本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在此方法下，教师忽略了学生的课堂

主体地位，学生只能跟着教师的思路进行学习，难以产生较为深

入地思考，这也侧面反映出教师的教学目标不明确。

四、初中语文大单元教学的策略

（一）剖析单元内容，明确大单元教学目标

目标是教学方向，是高质量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因此，

无论是采用传统的课时教学还是大单元教学，教师都应当将明确

教学目标作为首要任务，将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融入语文科

目教学整体目标中。首先，教师应当深入分析每一节课程的知识

点，并将其与新课程标准进行融合，挖掘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其次，

教师还要围绕“人文素养”对单元内容进行剖析，以此来明确大

单元教学的整体目标，为后续大单元教学的开展指明方向。

例如在学习部编版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时，教师首先要

明确这一单元中的课文属于哪种题材？各篇文章之间是否存在联

系？学习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通过分析这些问题，有助于教

师精准把握单元特质。这一单元的课文内容以回忆类和传记类文

本为主，通过阅读这些文章，学生能够了解文中内容的生平事迹，

并对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分析，从而产生情感共鸣。此外，学生还

要学习各类人物的刻画手法，以此来培养自己的写作细节。本单

元一共四篇文章，教师要带领学生梳理这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其中《藤野先生》描述的是鲁迅对自己在日留学期间所认识的一

位教师的崇敬之情；《回忆我的母亲》是朱德元帅所撰写的一篇

回忆自己已故母亲的文章，文章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于

母亲的思念之情；《列夫·托尔斯泰》则是对托尔斯泰生平的侧

面描写，让学生能够在阅读中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体会到人间

自有真情在；《美丽的颜色》中让学生看到居里夫妇在艰苦的环

境中奋斗的故事，感悟到奋斗的价值与意义。为了能够加深学生

对于文章内容的理解，教师可以提前搜集相关的人物资料，并将

其与课文内容进行整合，提高了单元教学的针对性。以《藤野先生》

为例，教师可以引入鲁迅先生的其他部分作品，如《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等，并将其时代背景进行融合，让学生能够立足于作

者视角进行思考，以此来产生更加深刻的感悟与理解。

（二）整合单元知识，做好大单元学习铺垫

大单元教学要求教师将主题相同的教学内容进行归类与整合，

并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向外进行拓展，以此来体现出大单元教学

的教育价值。通过将写作练习、词汇积累、阅读理解等内容进行

融合，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和核心素养。

例如在部编版七年级上册教材的学习中，教师可以将《植树

的牧羊人》《纪念白求恩》《再塑生命的人》等主题接近的文章

进行整合，随后让学生学习作者抒发情感与表达思想的手法，了

解到描写人物性格特点时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最后再分析故事

中人物的情感变化，以此来领悟文章所表达的内涵。此外，教师

还可以根据文章体裁进行整理，例如将散文体裁的文章整合在一

起，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散文的语言特点，体会到作者对

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学会作者对于情感的细腻表达。

（三）抓住单元特质，提高语文学习积极性

在初中语文大单元教学中，想要提高教学效果，教师还要抓

准单元特质。以古诗文与阅读教学为例，这二者是初中语文教学

中的重点内容，学生的阅读水平会直接影响最终语文核心素养的

培养效果。为此，教师应当利用大单元教学法，帮助学生把握读

与写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单元课文中的内在逻辑，以此来加深

学生对于故事的理解。

以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为例，教师可以立足于不同视

角进行教材剖析，抓住单元特质。例如其中的《天上的街市》与《皇

帝的新装》两篇文章都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作者通过自己妙趣

横生的语言带给读者启示。其次，对于难度较低的课文，教师也

可以将其进行整合与统一讲解，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节约教学时间，

同时也能进一步增强教学内容的完整性。最后，教师应当鼓励学

生积极组织语言来描述课文内容，将自己在阅读后对于文章的理

解进行分享。

为了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还可以针对单元

整合内容设置统一的探究任务，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课文内容

进行深入分析。此外，教师还可以发挥出数字化技术的优势，为

学生创设出符合单元主题的教学情境，感受文章中所蕴含的意境

之美。通过将《春》与《济南的冬天》两篇文章进行对比，能够

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在景物描写中存在

哪些差异，同时还可以让他们思考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在文章

中起到的作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还能

够体现出大单元教学主体性优势。

（四）完善评价策略，提高大单元教学效果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大单元教学

中，教师要根据教学进度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选择科学的评

价策略，以此来确保评价结果能够全面反映出学生的整体学习情

况。此外，评价标准也不能仅局限于书面成绩之中，而是要将关

注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

首先，教师应当坚持多元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学生的

课堂主体地位。通过设置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能够确保每一位学

生的努力都能得到认可。此外，教师还可以拓宽评价主体，鼓励

学生进行自评与互评，进一步提高教学评价的开放性。

（五）丰富教学活动，全面提高教学效果

对于一些故事性较强或人物形象较为鲜明的课文，教师可以

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在扮演中亲身体验文中的人物情感，实现

对于课文内容的深入理解。另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写作

比赛，在写作中实现语言表达能力的不断提高。对于部分抒情性

较强的课文，教师可以通过组织朗读活动来提高学生对于文章的

理解，让学生能够在深情朗读中感受汉字的魅力所在。

五、结语

总而言之，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和潜力。它打破了传统教学中以单篇

文本为着眼点的局限性，通过整合不同学科、不同体系的内容，

构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教学内容体系。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助

于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还能提升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进而促进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提升。为此，我们应该继

续深化对大单元教学的研究和探索，为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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