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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语文”到“教人”
———大概念单元教学解读与示例

李 巧
( 济南稼轩学校小学部，山东济南，250100)

［摘 要］在教育改革中，“学科大概念”逐渐成为课程教学的重点方向。学科大概念能够改变以往语文

课单纯“教语文”的特点，转而注重“教人”。本文以统编版语文一年级下册一单元为例，展示大概念单元教

学的逆向设计过程，即从“人”到“学科”到教学的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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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单元备课应贯彻“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是课程内容情境

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的理念，从而实现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语文教师将学科核心素养

落实到课堂中，从过去的“教语文”转变为“教人”，

这也是语文大概念单元教学逆向设计的根本道理。
语文课程目标从“双基”走向“三维目标”之后，

教学设计的变革实现了“从‘教课文’到教语文的转

身”。语文课程目标从“三维目标”走向“学科核心

素养”之后，实现了“从‘教语文’到‘教 人’的 转

身”。“人”不能作为课堂的直接目标，因为“人”的

概念太宽泛了，所以语文教学设计需要进行逆向设

计: ( 1) 从人分解出人的核心素养，继而结合语文学

科分析出学科核心素养目标; ( 2) 学科核心素养目

标不能直接作为课时教学目标，由此需要从一个单

元的内容标准中抽取出学科大概念; ( 3) 学科大概

念是为了使单元内容结构化，由此可以设计单元学

习目标与评价目标，学科大概念不能直接教，需要结

合单元教学内容形成主要问题 ( 主题、话题、课题

等) ; ( 4) 单元教学的主要问题( 主题、话题、课题等)

直接对应学习目标，就能够帮助落实形成大概念教

学过程; ( 5) 围绕大概念设计评价，围绕主要问题
( 主题、话题、课题等) 组织情境化学习活动。

上述是大概念单元教学的逆向设计过程，是从

人到学科到教学的设计过程。逆向设计重视的是学

生的学情，就是在充分考虑人的学习与发展的基础

上，以学科大概念实现教学设计与教学的变革，这

样，学情中心的教学理念将逐步建立起来。本文以

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备课为例，展示大概念单

元教学的逆向设计过程。

一、内容主题

( 一) 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

1．单元标题( 主题)

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我能识字

写字。
2．课时标题及规划课时

本单元一共六个课题，共计 11 课时，除“口语交

际: 一起做游戏”为 1 课时外，其余五个课题《春夏

秋冬》《姓氏歌》《小青蛙》《猜字谜》《语文园地一》
均为 2 课时。

3．知识所处位置

一年级下册有两个识字单元，本单元是第一个

识字单元，识字写字是本单元的重点。本单元重在

引导学生自主借助汉语拼音读准生字的读音，既发

挥汉语拼音的识字功能，又让学生在识字过程中巩

固汉语拼音的学习。识字单元可以夯实一年级上学

期的汉语拼音知识，让学生根据学习经验识字。
( 二) 学情分析

1．学生语文能力分析

在一年级上学期，学生已经认识了 300 个字，会

写 100 个字，掌握了 36 个常用偏旁，了解了反义词

识字、对对子识字、象形字和会意字识字等识字方

法，并初步接触了形声字，有了一定的识字基础。在

本学期识字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运用学到的识

字方法和已学的生字、偏旁开展自主识字，不断提高

自主识字的能力，培养主动识字的习惯。
2．知识难易与易混淆分析

本单元难点是根据已掌握的识字方法自主识

字，并借助生活、学习经验理解字义、词义。本单元

易混淆的内容是字族文识字中的汉字易产生错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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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而，学生需要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识字。

二、目标学习

( 一) 学习目标

1．课程标准的分析

识字与写字: 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意

识、写字的愿望;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的偏旁

部首，能按笔顺规则用硬笔写字，注意间架结构; 努

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写字姿势正确，书写规范、
端正、整洁。

2．教材 /单元内容分析

识字写字是本单元的重点。本单元内容丰富，

《春夏秋冬》是看图识字; 《姓氏歌》是根据《百家

姓》改编的韵语识字，将识字与生活紧密结合; 《小

青蛙》是字族文识字，集中体现了形声字识字的特

点;《猜字谜》的内容和前一课的《小青蛙》有密切

联系。
本单元主要有四点学习目标。第一，识字: 利用

已有的生活经验及插图、字谜、形声字规律等会认
51 个生字; 认识八个偏旁———雨字头、双耳旁、弓字

旁、走字旁、金字旁、病字旁、又字旁、两点水; 了解形

声字的构字规律，感受形声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
第二，写字: 通过五步写字法 ( 观察、描红、仿写、对

比、修正) 会写 28 个生字和 2 个笔画( 横斜钩和横折

提) 。第三，感受大自然四季的美好，树立保护环境

的意识，了解传统姓氏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喜

爱之情。第四，能认真听故事，听明白故事内容，能

借助图片讲故事，做到声音洪亮。
( 二) 内容关联

1．单元思维导图

图 1 单元思维导图

2．课时知识要点表

表 1 本单元课时知识要点

课题 基础知识要点( 低阶) 拓展知识要点( 高阶)

《春夏秋冬》
认识 8 个生字和雨字头、双耳旁 2 个偏旁; 会写

横斜钩和 1 个笔画
观察插图，看图说说图中的景物，练习口语表达

《姓氏歌》
认识 12 个生字和弓字旁、走字旁、金字旁 3 个偏

旁; 会写 7 个字

读一读《百家姓》，圈圈《百家姓》中熟悉的姓氏;

运用合适的方法，向他人介绍自己的姓氏，对中

国的姓氏文化产生兴趣

《小青蛙》
认识 12 个生字和病字旁一个偏旁，会写 7 个字

和横折提 1 个笔画
寻找字族文，并能讲明白它们的变化

《猜字谜》
认识 12 个生字和又字旁、两点水 2 个偏旁; 会写

7 个字
了解合体字和形声字的构字规律

《口语交际》 认真听教师讲故事，并能根据插图讲故事 要有当众讲话的勇气和信心

《语文园地一》
板块整合: 学习音序表，了解全包围结构的字的

笔顺书写规则，联系生活及实践运用
积累古诗和与春天相关的成语

三、目标评价

( 一) 评价目标

1．评价目标

第一，教师通过看图识字、韵语识字、字族文识

字、字谜识字等识字方法进行识字教学，以生字组

词、造句、阅读课文的形式，诊断学生识字写字的能

力和对词语的了解程度。第二，教师通过借助插图

讲述故事，诊断学生在听故事时是否听明白了故事

内容，并诊断学生讲述过程中是否做到声音洪亮、有
信心有勇气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第三，教师通

过描述最喜欢的季节，诊断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情感

培育。第四，教师通过介绍自己姓氏的活动，引导学

生了解传统姓氏文化，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喜爱之情。
2．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主要考查写字、识字、口语交际三个方

面，分别设置优秀、良好和加油三个等次。
( 二) 检测与作业

课前: ( 学生先学) 留给学生充足时间，自主阅

读课文，拼读生字，圈画本单元生字。
课中: ( 即时性评价) 当堂检验，练习实践。
课后: 第一，基础题型题目。检验学生是否掌握

本单元的基本知识。每个生字组 2—3 个词，并选择

其中一个词语造句; 生字听写; 完成课堂练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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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型题目。注重知识的迁移运用，采用交流性

评价; 向老师介绍自己最喜欢的季节; 向同学介绍自

己的姓氏，对标同姓氏的名人; 向师生分享自己最爱

听的小故事。

四、目标情境

( 一) 情境目标

1．走进室外沙龙。教师带领学生领略四季景

象，交流姓氏文化，把字放在词、短语、句子当中，鼓

励学生进行体验式的学习，进行字的书写、组词训

练、比赛，用词语造句子说话，考查字词的掌握。
2．我是小小书法家。创设每位学生都是书法家

的情境，比一比谁写得又快又好。
3．假如我们是大自然的精灵，学生可以宣传所

属季节的特色。在评书先生活动中，介绍姓氏并对

标同姓氏名人。
4．在“故事大王讲故事”中，达成掌握讲故事要

领等。
( 二) 课堂学习———学习步骤的学生活动

1．识字课

情境: 室外沙龙

赏美景: 观察插图，浏览四季景象，根据图片内

容认识并理解图片下对应的生字。
自我介绍: 通过和他人交流姓氏，认识生字。
猜谜语: 联系生活经验，学习“青”字族汉字及

谜面生字，并做拓展。
2．写字课

活动一: 认字，回顾已经学过的字。
活动二: 观察写字规律，教师引导，注意偏旁和

部件的占格位置。
活动三: 写字，教师范写、重点指导。
活动四: 点评，培养学生写字兴趣。
3．朗读感悟课

情境: 大自然的精灵。
活动一: 观察插图，阅读课文《春夏秋冬》《小青

蛙》，并结合文章内容运用自己的话介绍精灵所属

的季节。

活动二: 巩固字词，领悟内容( 四篇文章) 。
多形式朗读: 自由读、指名读、仿读、齐读等形

式，反复诵读，感受四季与中国姓氏文化。
4．口语交际课

活动一: 听老师讲故事，借助图画，记住内容。
活动二: 根据图画，复述故事，注意故事的完整

性，保持声音洪亮，进行小组比赛。
活动三:“故事大王讲故事”。讲自己最喜欢的

故事，班内评选出故事大王。
5．展示课

活动一: 说一说和天气有关的词语，并认识这些

词语和生字。
活动二: 学习汉语拼音音序表，会写大写字母。
活动三: 书写生字。
活动四: 积累春天的成语并阅读短文。
活动五: 听写本单元字词。

五、反思与再设计

( 一) 学生梳理

当堂课聚焦知识巩固，一周聚焦学习的快乐体

验，一单元聚焦语文主题素养提升。让学生有所领

悟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在学生学习和巩固新知

识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每堂课的课结、每周周结以

及每单元的总结中自我梳理，体验学习总结的快乐。
( 二) 教学改进

教学结束后，教师要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做到一

课一得，一课一悟或者多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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