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9

科研管理
2024年6卷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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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历史学科主要包含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以及世界古代史四个部分，学习历史的作用在

于“明白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历史老师要负责将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进步的成果介绍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念

和历史思维，在正确三观的指引下，运用历史观念看待社会问题。因此，现阶段初中历史学科教学工作的重点在于探讨新的

教学方法，大单元教学法正为历史教学工作改革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合理的教学设计和组织，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他们的历史素养和综合能力。本文对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应用进行了相关讨论，基于大单元教学的定义和基本特

征，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应用策略，以期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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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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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of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mainly includes four parts：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worl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world ancient history.The role of learning history is to “understand 
where one comes from and where one is going”.History teachers are responsible for introducing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in human history to students， cultivating their historical concepts and thinking， and using historical concepts to view 
social issu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rect values.Therefore， the current focus of middle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is to explore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method i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history teaching work.Through 
reasonable teaching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teachers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ir historical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ie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the necessity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and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Key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Large unit teaching； Effective application

在核心素养教学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然无法适应

新课标的要求。素质教育注重学生道德、素质、个性和心理

的发展，因此，要对教学工作进行整合。大单元教学方法最

明显的特征是“资源更多、教学内容更多”，可实现对核心素

养要求的整合。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教

育方式，旨在通过大单元教学设计，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和

综合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相应的历史教学策

略，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一、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发生了转变，除了具备专

业技能之外，更要拥有知识经济。因此，教育要从技能型教

育向素质教育演变。自从核心素质概念被提出后，我国教育

部门每年都要对课标教学要求进行调整，不断丰富核心素质

内涵，教育彻底进入核心素质教育时期。当下的教育背景要

求教学工作做到以下四点：（１）以核心素养教育作为开展教

育工作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技能。

（２）打破单一格局的教学方式，将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化整

合，突出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３）强化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内容，即让学生通过实践学会如

何运用所学知识。（４）将教学建立在特定情境的基础上解决

重难点知识，以此驱动学生展开独立自主的学习。大单元教

学方式恰恰能满足核心素养对课程教育工作的要求，在初中

历史学科教学中开展大单元教学很有必要。

大单元教学具有传统单元教学所不具备的优势。（１）大

单元教学的学习材料将单元知识和单元文本统视为一个整体，

可实现要素整合、内容整合和教学整合。（２）大单元教学的

课程知识使用珍贵的“大概念”提炼、总结和概括，将零散

的、片段式的知识串联于一起。（３）大单元教学的教学方式

改变了机械化的弊端，通过合作、探究等形式带领学生主动

学习，可带来丰富的课堂学习体验。（４）大单元教学的课程

资源推翻了传统限制，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的素材更加鲜活、

多元、生动，可在良好的课堂氛围中完成教学任务。由此可

见，大单元教学方式本身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具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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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单元教学法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可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率，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开展大。单元教学很有

必要。

二、大单元教学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大单元教学中“单元”事实上只是一种学习单位，“单

元”可以指一个学习事件，可以指一个学习故事，也可以

指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章节。具体来说，大单元教学是指在一

定目标下，开展的内容完整、主题明确、课程个性化的教学

手段。

大单元教学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大”这个字上，具

体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特点分析。第一，大单元教学将各种

可以利用的教学资源应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教学内容拓

展得更宽、更广。结合初中历史教材来看，教材中所能提供

的内容往往都是文字，尽管穿插有部分故事和图片，但数量

有限，学生通过教材所能了解的内容比较片面。每一章节的

内容属于一个小的单元教学内容，整合后形成大单元教学，

学生可以将相似的知识、相关的知识集中在同一时间学习和

掌握，学科知识体系更加连贯。第二，大单元教学使用“大

概念”开展和指导教学工作。每节课程所学的内容看似很多，

但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思想和同一个原理展开。

通俗地讲，就是教学工作从整体的角度展开思考和安排课程

设计。第三，大单元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结构重构。在大单

元教学作用下，老师讲解知识时按照知识之间的关系顺序展

开，无需完全按照教材内容顺序展开教学，知识之间形成有

机联系，符合科学教学规律、符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规律，

适应学生理解能力、认知与心理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大单

元教学对知识结构进行重构，对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较高

的要求。老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教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之外，还

需要挖掘知识之间的内部联系，分配更多的时间用于备课，

考验老师知识沉淀量、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应用策略

（一）整合重构内容，完善知识框架

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活动在开展的时候，教师需要

先对大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与重构，借此来完善整个教学

知识框架，确保大单元教学活动高效开展。在教学环节中，

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和掌握大单元的核心知识要点。

这是因为，只有当教师牢牢把握了这些核心知识，他们才能

成功构建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教师需要系统地梳理整个单元的关键知识点，同时紧密结合

当前的新课程标准和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这样，他

们就能够凸显出大单元教学的核心逻辑，将原本分散的知识

点巧妙地串联起来，为学生搭建一个全面且连贯的知识框架，

确保大单元教学策略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高效实施。另一方

面，初中历史教师在整合重构大单元教学内容的时候，还需

要衔接新课标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目标展开，这能让学生在掌

握教材知识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这样学生就能提升

课程实施效果。

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例，

在教学准备阶段，教师首先需要对本课时的大单元教学内容

进行深入剖析，将“工业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以及“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等知识点进行有机整合。随后，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教师设计一个富有启发性的

教学情景。在这一教学情景中，教师引导学生在大单元的实

践课中思考：“工业革命是如何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为

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

文字资料和视频素材，使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背景有

更为清晰的认识。接下来，教师将引入“拉丁美洲独立运动”

和“巴黎公社”等劳工运动的材料，并指导学生结合大单元

的知识体系，分析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运动所产生的深远

影响。这一环节旨在让学生在大单元的教学实践中，不仅掌

握新知识，还能发展学科核心素养，实现初中历史教学的最

优化。

（二）结合学生学情，明确教学目标

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要想高效开展，教师在课程实

践期间还可以结合学生学情来对大单元教学目标进行明确，

这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历史学习诉求及身心发展规律，有效将

大单元教学应用价值发挥出来。在此期间，考虑到学生个体

差异，教师历史大单元教学目标最好是能够进行分层设计，

这能确保大单元教学目标有效实现，也能确保不同层次学生

有所提升及进步。

在教授“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这一单元时，为了

更有效地实施大单元教学策略，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知识基

础和认知能力，明确设定大单元的教学目标。通过引导学生

深入比较和分析英国、法国、美国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相似

之处与差异点，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出一个更为全面、立

体的历史视角，从而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在大单元教学目

标设定的时候，考虑到初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问题分析与

解决能力，可是对于历史发展纵向联系能力却明显不足，教

师可以将历史大单元教学目标划分为三个层次，其分别是基

础、拓展与挑战，这样学生就能在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课堂

得到相应的提升与进步。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活动在开

展的时候，教师一定要围绕着大单元教学内容明确重难点，

然后再结合学生学情来设计出相应的大单元教学目标，以此

来引领学生学习、探索与思考，从而提升大单元教学实践

效果。

（三）创新教学手段，优化教学过程

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在开展的时候，要想取得良好

的教学效果，教师在课程实践期间可以创新教学手段，借此

来优化大单元教学过程，这样学生自然能够在大单元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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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掌握知识、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1. 情境教学

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过程要想得到优化，教师不仅要注

重单元整体教学，引导学生构建完善知识体系，还需要在教

学课堂坚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真正将课堂主动权还给学

生，这也是新课标教学新要求。而相较于其它教学方式，情

境教学法就能促进这一目标实现，所以教师在大单元教学实

践课堂，可以结合大单元教学目标、内容来为学生创设出相

应的情境，借此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确保

历史大单元教学活动高效开展。为此，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

实践在开展的时候，教师可以加大对情境教学法的应用，这

能提升大单元教学趣味性及有效性，也能让学生在情境思考

与体验中更好地把握大单元教学内容。

在教授“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单元时，采用大单元教

学策略，教师可以从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巧妙设计一个富

有启发性的情境：“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创办

一家工厂，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情境下，学生们将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创

业者”的角色，开始从多元化的视角探索工业革命发生的必

要条件。通过这种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的方式，学生们能够

积极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深入思考工业革命背后的各种因素。

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条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还能在思考过程中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同时，这样的教学方法也能切实推动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

2. 小组合作

新课标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所以初中历史大

单元教学过程要想得到优化，教师在课程实践期间还可以采

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来创新教学，这不仅能够改传统历史教学

模式不足之处，还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大单元学习与思考中，

这样就能让学生在互帮互助、合作讨论中得到综合素质提升。

为此，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在推进的时候，教师可以采

用小组合作学习法来优化教学，这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大单元历史知识的有效方式。

以“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文化”单元为例，教师

在大单元教学实践期间即可从大单元整体出发来让学生对

“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变化”、“近代科学与

文化”展开小组合作讨论，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来让学生就彼

此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并且合作思考两次工业革命造成的

影响，这样学生自然能够在大单元教学实践课堂深入把握单

元知识，促进学生完善知识体系建构。

（四）教学评一体化，优化教学评价

新课标背景下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践要想更为高效的

开展，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需要意识到教学评一体化的重

要性，而且围绕着单元教学特点来对传统教学评价方式进行

优化与革新，在评价期间关注教学整体性、系统性，这样才

能确保大单元教学实践高效开展。传统中学历史教学的评价

方式往往过于倚重学习成果的检验，以此衡量教学效果。然

而，教学过程本身具有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仅仅依

赖学习成果来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是片面的。这种单一的评

价方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真实表现，更

难以准确评估他们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从而对培

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在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评价过程中，

就可以将评价放在学习目标与学习过程的中间环节，而且在

评价标准、评价方法上也要注重多样化，围绕着学生大单元

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综合性、全面性的评价，这样才能促

进学生学习及发展。此外，在评价方法上则需要改变之前单

一的教师评价，在大单元教学评价过程中综合应用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小组互评等多种评价方式，以此来促进学生自我

纠正及完善，从而进一步提升初中历史大单元教学实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新课标明确倡导了大单元教学法的实施，

但在当前国内的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一创新理念仍然主要停

留在理论层面。众多历史教师仍习惯于传统的按教材顺序进

行教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

升。为了切实增强大单元教学法的实际运用效果，教师们需

要积极投身于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教学方法，勇于

尝试和创新，打破教学局限。同时，教师应努力将历史知识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紧密结合，使历史学习更加生动、

有趣且富有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升历史教学的

质量，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悟历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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