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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下的教学思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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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如今教育模式不断改革的现状之下，小学数学也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改革的重点。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小学

数学在教材以及教育理念上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教育背景下，新的教育理念不断地迭代，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数学

第六单元，认识分数这一课程为例，对小学数学的教学模式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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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如今教育改革的深化，新的教学理念不断地被提

出，在此，主要以大单元教学这一教学理念为例，对数学教

学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本文会深入的对大单元教学这一

概念进行阐述，加强对大单元教学模式的理解深度，并且在

此基础上，以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数学第六单元，认识分数

这一课程为例，对这一教学方式的应用进行探讨，在最后，

对其实用价值进行分析，以此作为相关教育研究工作人员的

参考，为促进教育体制进步作出贡献。

一、大单元的概念

大单元的概念是建立在单元整体教学的基础上产生的，

与此同时，这种教学方式也是数学教师结合新课程标准对数

学教学的目标提出的要求，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要针对

教材进行充分的分析并且对学生的学情进行相结合的基础

上，建立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关键点在于打通所有知识点

之间的链接，以单元的模式进行教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

其目的就是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避免碎片化学习，由

此导致学生所学的知识点不能融会贯通，通过大单元的教学

模式，进而实现数学学习的完整性，这种理念在设计环节中，

是站在数学学习的实用性角度出发的，其目的也是加强学生

对于知识的整体应用能力[1]。

这种教学理念也导致了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往的

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更加注重每一

个知识点的教学，以此加强学生对每一个数学知识点的学习

把握程度。在大单元的理念下，教学模式被推向生活化以及

实用化方向发展。在具体的教学设计过程当中，对于教师在

进行数学知识教授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教师站在

教学模块的整体性的角度对每节课的授课内容进行设计，在

保证教学课程的独立性的同时，还要对每节课之间的深层联

系进行挖掘，要做到每堂课的主题与每节课之间的浑然一

体，有很大程度的连通性，从而进一步保证整个大单元模块

教学的连贯性。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更加注重学生的数学知

识的具体应用，强化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深度以及应用能

力。

因此，在这种要求下，想要彻底落实大单元教学模式，

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读。这不仅仅需要教师对

教材表面的设定关系进行理解，而且与此同时，教师还要针

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度挖掘，找出每个独立章节之间的潜在联

系，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更好的设计好每堂课程的教学内容，

进而保证整体的教学质量。在这种模式下的数学课堂，教师

进行设计课程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课时的设计，还要对课

时之外的内容进行分析，站在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角

度，对课堂进行设计。对于大单元的教学理念，教师在进行

课堂设计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地方是不能将课程设立成独

立的个体形式，而是将每堂课的内容与教材之间充分结合，

让每堂课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俩系关系，以此告别传统的碎

片化的知识教学的教学模式，真正的实现以“大单元”方式进

行授课[2]。

二、大单元模式下的教学实践分析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对于认识分数这一课程进行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首先会举出相关的案例，以此带领学生认识

分数，加强学生对于分数这一概念的认识。在此，教师一贯

采用的方式一般按课时分配，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进行知

识点分解讲授。将一个苹果平均分成 2份，每人得到这个苹

果的一半，你能用什么方式表示一半呢？由此展开了带领学

生对分数学习的过程。但是在这个教育环节结束之后，教师

机会开始针对的带领学生进行分数的计算比较等教学。例如

1/2与 1/3 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在完成这一段基础判断的

教学环节之后，教师就开始进一步的升级教学，带领学生进

行进一步训练教学。例如 2/3 的纸张面积与 3/4纸张面积的

大小比价，在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

受到，导课环节与教学内容环节相互之间的独立性非常大，

教师往往只是简单的进行分数概念的引入之后，就带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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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纯粹的数字计算环节当中，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

学习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部分，并没有进行引导，这也是造

成学生学习之后，其综合应用能力较差的原因之一，对于小

学的学生而言，其并没有太深的理解能力，教师按照自己理

解能力的要求的对学生的理解应用技能进行判定，其出发点

就是错的。不仅如此，这种教学模式当中，存在的最大矛盾

在于，学生在对分数没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教师就带领学

生进入了应用的环节。

在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教材中，数学第六单元，认识分

数这一章节，首先我们从教材的角度进行分析，整个教材从

头到尾的环节中，整体的认知教育与生活实践部分的链接十

分的细致，并且整个单元部分，全部是在以实际的例子在带

领学生对分数这一概念进行理解，而不是传统的教学方式

中，带领学生进行分数概念导入之后，让学生以分数对实际

的应用进行判定。

在最初导入的教学环节当中，两种教材的教学模式是相

似的，依然是带领学生进行分苹果等方式进行概念的导入，

但是在后续的教学活动当中，其导向的教学方向是完全不同

的。为了加强学生对于面积均分以及数字均分这一概念的认

知中，是通过首先让学生确定面积的大小，然后通过面积比

较，来对分数的大小进行比较，学生对分数这一概念的认知，

是由易到难，由现实到数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传

统的教学方式中，理解的先后顺序是相反的。教师在教学的

工作中，完成学生对分数的基础认识之后，会询问学生 1/3

的纸张面积如何表示，而不是让学生通过 1/3纸张面积来理

解 1/3这个概念。这是教学方式本质的区别所在。教师会通

过实际的案例，带领学生对面积，体积以及数量等均分的概

念进行理解，然后在与数字相结合。这种教育方式，极大的

保证了学生认识分数这一环节的完整性，很容易的让建立起

分数认识这一概念，而不会出现数量、面积、体积等认知分

裂的局面，最终导致学生在均分的时候，出现面积划分与数

量划分等出现混淆的情况[3]。

三、大单元教学模式的价值所在

教材中，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教学顺序以及教学的整

体性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从教学模型

的角度对其价值进行判别分析。教学模型的优化方向就是为

了加强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深度，知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信

息，在此我们可以以中国地图的教学为例，如果纯粹凭借口

述的方式进行中国地图的概念教学，毫无疑问是十分复杂的

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结合中国地图的图纸进行教学，学生就

可以很快的理解这个概念。在分子结构，人体组织教学过程

中，也就是如此，这就是教学模型带来的益处，不同的教学

模型对于学生的理解速度的价值极高。

在对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教材中，数学第六单元，认识

分数这一章节进行分析，其教学模型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有

本质上的区别的。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学生对于分数这

一概念的理解并不是空泛的，几乎所有的教学实例，都有实

物可以依据，学生甚至可以通过动手比较的方式，来对分数

的大小以及概念进行理解，这种教学模型，是以学生能够看

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进行教学，这对于学生对这一知识的理解

深度以及立即的难易程度方面，与传统的方式，无异于存在

着本质的区别。两者比较之下，究其本质，传统的教学方式

就相当于脱离地图图纸，对学生进行中国地图知识进行教

学，虽在比喻上有所夸大，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由此可见，

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理解难度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其实用价值不言而喻。

结语：

大单元的教学模式，是从教学模型设计层面上的一种革

新，对于学生而言，这种教学方式更利于他们的吸收理解，

并且能够更加完整的建立起分数的概念认识，不会出现零散

化教学，学生对于知识难以灵活应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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