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大单元教学”溯源
从单元教学在我国的发展史来看，单元教学最早起源于上世

纪初叶中国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刊布的关于中小学课程的
文件--《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这是最早的单元型教材。同
时期的教育家夏丐尊和叶圣陶发行了合编的《国文百八课》，
该书每课为一单元，是单元教学为手段的新授课方式正式形成的
标志。到近些年南京教研室提出的《导学式语文大单元教学》
教学模式，在中国教育的发展史上，对单元教学的探索一直未
曾停止。但这些单元教学方式都只是从单一学科的知识角度对本
学科的教学进行了单元设置，直到新课改，新课标全面实施以
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全科大单元教学方式，才开始全面的对
如何进行大单元教学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研究。在我看来，
大单元教学应该体现在每个学校，每个学科，每个教师的教学
理念，然后通过各种教学手段，现在的每个班级教学。

从教育学相关理论来说，大单元教学涉及到的理论并不陌
生，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教育学理论，包括但不仅限于：苏联
教育家-- 维果茨基的“就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
两个阶段：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学生现阶段独立活动时
所能达到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达到
的发展水平，也就是通过学习所能达到的水平。两者相互之间
的差异问题就是我们最近发展区。认知心理学提出的建构主义理
论可以认为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核心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过程，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要对所学知识的意义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发现和建构，而
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仅仅把知识从教材中转移到学生的笔记本
上。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的是学习过程中的“学”，既包括
所学的的知识与技能，更侧重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情绪的获
得。本学派认为，知识框架的构建是个体学习的重要过程，不能
用现有的知识结构进行移植。L.V.贝培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整体
论，也强调了学生知识进行学习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原则。以
上研究学者的理论与我们“大单元进行教学”的思想异曲同工，殊
途同归，充分说明了大单元设计教学管理思想是符合学习者通过
学习发展规律的教学教育思想和手段。

2　何谓大单元教学
传统的“单元教学”是根据主体和主体的结构设计的通用

教学程序，考虑到学习者年龄和年级的身心发展规律，以及大多
数学习者的平均接受水平，在教学过程范式中发挥指导作用。在
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并没有以教材为例，而是把教材作为整个
教学内容的基础，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当所有学习者学习的内
容标准相同时，由于学习者的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和学习要求不
同，就会出现“过度”或“程度缺失”的现象。所以我们更加高
效的课堂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一定要把学科专业知识，以学期，学
年，学科总体知识为单位，由“大”处开始，由小处落实，按照
传统教学的实际问题需要进行重新规划整合，综合分析设计，从
而把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贯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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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教学进行改革的持续发展深入，以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新评价--“四新”为背景的“新教学”，在其实
施管理过程中，如何有效落实学生核心技术素养为目标的大单元教学活动设计成为了我们所有社会教育资源工作者亟待研究的新课
题。那么什么是“大单元教学”呢?大单元教学概念究竟应该怎样进行界定?成为所有教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下面谈谈我对大单元
教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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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把整个学科的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设计，是重
构新知识体系的教学实践过程，这个过程是尽量使课堂内容无重
复，教学逻辑更紧凑，课堂内容更加多元化的一种教学思想和教
学方式，从单一的单节(单章)教学发展到单元教学，再发展到专
题教学，甚至需要一种跨学科融合的新型教学方法。大单元教学
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改进，实施过程的反思，不是一蹴
而就的。

3 　大单元教元教学“大”在何处
大单元教学，大在何处？我想其大应该体现在教学思路从

“大处”立足，高处站位；教学逻辑从“大处”思考，全
面发展素养；教学设计从“大处”设计，全科统筹；教学过
程也要从“大处”实施，单元整体思想贯穿始终。

教学研究内容的设计上“大”。它不再是单篇单章的内
容，而是把整个学段、整个社会学科做为一个企业整体工作内
容可以进行数据分析解读，再在学科核心技术素养的大框架下建
构单元学习内容和课时主要内容，它的思想上时时联系当下的教
学实践内容和以前、以后的知识的联系和内在关系，力求能够
通过单节课时教学，建立相关知识经济结构，建立管理学科思
维，落实学科专业素养。

4　大单元教学要落实核心素养
在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的情境下，如何发展进行有效

落实好体现学科核心技术素养，“大单元教学”设计一个十分
重要关键。这要求教师在设计一个单元主题及其研究内容时，
首先要明晰学科发展核心技术素养与学科核心工作内容学生之间
的关系，其次在教学实践内容的设计上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
选择重组有利于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主题单元和单元整体情
境素材以及我们学习能力目标，然后再根据大单元学习方法目标、
选择不同学科内容、设计理论学习数学活动、开展课堂教学、进
行合作学习环境评价。每一个环节，衔接起来，有效实施，才能
使学科的核心质量具体化，才能得到培养，才能得到评价。

5　结束语
大单元教学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所有学习内容进行分析、整

合、重组和开发，围绕一个大的主题、目标和任务，结合真实合
理的情境、丰富的活动、操作性评价等要素，构建一个结构化的
整体教学计划和过程。基于我国目前中国学校和一线教师的实际
发展情况，要做到更大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大单元教学是十分困
难的，我们国家只能力求在现阶段的“大单元教学”中，做到基
于不同学科核心技术素养、学生学习认知规律和学科专业知识逻
辑结构体系建构的学科理论知识的重组和统筹，现阶段的“大单
元教学”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学科教育教学工作单元主要内容可以
进行的二度开发和整体系统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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