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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燕平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研制之道探寻

摘  要 2015—2018年开展的上海市中小学《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研制工作，是课改精准

深化的产物，也是对各学科内容结构化的精辟指点，更是对各学科教学品质化的精湛指引。

《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研制攻关采用大兵团作战的办法，走协力之路，达合力之识，谋通

力之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取得了高效，有利优质课程建设，有益教师专业发展，有助学生

成长，能为今后的项目研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学科单元教学 设计 指南

面对上海市课程教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的现实需求，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为了更好地

履行精准教学、精准教研的“规范指引”的职责，更好地服务基层一线学校，于 2015—
2018 年开展了上海市中小学《学科单元教学设计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研制工作。

《指南》是对各学科内容结构化的精辟指点，是对各学科教学品质化的精湛指引，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由若干分项目组成，涉及 19 门学科、27 个学科段。研制《指南》，

采用的是集众人智慧的大兵团攻关方式。笔者回顾研制从启动到完成的路程，颇有收获。

一、《指南》研制的协力之路

协力，就是协调各方力量，通过项目的目标指向，形成走向共同目标的道路。《指南》

的研制，经历了循着前人“研究足迹”，应研而生“编制说明”，聚焦凝练“重点问题”，

团队共研“关键环节”，梳理提炼“实践案例”，各分项目“同步运作”，多种力量“协

同推进”等过程。

（一）多元协商，迈步协作

1. 两年预研重积累

2015—2016 年，各学科按要求开展前期研究，主要是：确定目标学校（上海市教育

综合改革基地学校、课程领导力项目学校等），开展现状调研、文本收集、分析汲取、

修改完善、提炼典型等，以汇集学校、教研组和教师的经验做法，思考学科单元教学设

计指南思路，结合文献资料和实证研究，在搜集与播种、修正与实证的交互中，为《指南》

研制打基础、作铺垫。

2. 路径方法显主旨

前期开展学校教研组需求调研，搜集与分析典型案例，归纳与提炼设计规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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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南》框架

流程图、属性表和问题导向 / 问题链等）；自

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等为《指南》的研制

路径，以系统化、可视化、校本化等为《指南》

的研制方法，以提供案例（特殊）来指导学校

教研组开展学科单元教学设计。

在收集一定数量的单元教材教法分析、单

元目标设计、单元活动设计、单元作业设计、

单元评价设计、单元资源设计等案例的基础上，

采用案例归纳方法提炼规格；通过市、区、校

的协作，组织对积累的案例进行研讨和完善；

从研究案例中，提炼流程、属性和思考问题，

形成规格。

（二）协同设计，协调同行

《指南》作为学科课程标准修订阶段成果

转换之一的“标志”，是体现睿智谋划、立足

原创，源于实践、高于凝练，胜于指导、优于

服务的工具性文本，也是实现课程标准引领价

值、提升教学精准度的设计指南。

《指南》的研制，项目组首先组织了覆盖

全员的“编制说明”专题培训，阐述研制的价

值和顶层设计的意图，力求通过培训、研讨与

样章审读相结合方式，汲取各分项目组和专家

对《指南》结构框架和样例所涉内容的改进意

见，以协同的方式学习、理解和完善《指南》

的整体设计，然后协调丛书内各册的撰写体例、

进度等。

1. 潜心研究筑顶层

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实践积淀、经

验借鉴和需求调研，勾勒出《指南》研究的整

体框架、路径和方法，厘清关键内容、设计要

素与规格呈现等，直指需要解决的三个方面现

状问题，为提升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质量，提

供具有凝练特质的可视化、规格化、应用化“教

学设计导引”。《指南》框架如图 1 所示。 

2. 睿智解惑建关联

《指南》着眼于引导结构化设计，突出单

元教学设计的关键要素，从“技术”层面开展

研究，形成设计的基本“规格”，使其成为教

研组开展单元教学设计的“指导手册”，以形

成教研室开展单元教学设计的指南研究、学校

教研组开展单元教学的设计研究、教师开展课

时教学设计的研究形态，并有效建立三者之间

的联系（见图 2），彰显教育是“科学”，教

育是“技术”，教育是“艺术”。 
3. 组组相依盘旋行

《指南》丛书共 27 册，涉及 19 门学科，

27 个学科段，采用大兵团攻关式的研制，项

目群体主要由项目组、各分项目组、专家组、

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等（合计 620 余人，约 2600
人次）组成。一组萦绕学科研究的关键词与建

立关联的设问，如基于课程标准、学科教材、

校本化实施、结构化研究；单元、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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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关键要素、规格；结构、框架、行文体

例的一致性、案例的解释性与学科特点凸显，

编制成果的原创性等，引领各分项目组循环往

复的深入研究，进行解疑、设疑、实证和微调，

朝着“登顶”方向的步履日趋相协。

二、《指南》研制的合力之识

《指南》的研制，经历多个层面的头脑风

暴、面对面的提问与解答、资料查阅与具体实

践，在肯定、否定、疑虑和探寻等交互中不断

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之识，这是助推研制工作

从“出发”到“最后冲刺”的“引擎”，也是

最终有质量地完成研制任务的认知保证。

合力，就是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将力量

聚集在共同的攻关上，将取得共识作为前行的

内在动力。

（一）合理聚能，合成趋同

2017—2018 年，整整一年的《指南》研制，

体现了高频度、高强度、高聚焦和高要求的克

难特点，项目组设计安排的系列活动，牢牢锁

定各分项目组主持人的思维力和专注度，倾注

牵扯了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催促其合理聚

能，带领分项目组按项目组的工作要求和节奏

进入状态，其间合成指向清晰、辨析充分、交

互取舍、节奏鲜明、多元重合、逼近目标的系

列操作，具体如下。

1. 重点关注凝共识

启动《指南》研制的专题培训，明示“编

制说明”的依据价值，揭示研究基础，提出研

究方法和技术路径等，要求各分项目负责人先

行尝试基于通性要求的原创性研究，阐述本学

科研究思路，带领团队撰写“样稿”，以践行

的方式呈现“共识”。

2. 数次交稿显共识

采用关键接点提交指定“样稿”的方式，

组织不同专题或问题追踪的论坛，营造基于“作

业”的各抒己见和思想碰撞氛围，逐渐具化对

共同要求与学科特点、研究报告与关键要素、

各章规格与案例呈现，以及各册书稿与丛书的

一致性要求，一次次“作业”的提交，检测对“编

制说明”的知晓度、理解度和共识度。

3. 多重审读验共识

针对特定接点、指定提交的“样稿”，项

目组按需设计了学科专家审读和各分项目负责

人跨学科分享式审读与纸笔反馈、面对面反馈

等，适时配以由市教研室、特级教师参与的内

部审读与反馈活动，实现多重头脑风暴与对话，

汲取对《指南》结构框架、关键要素、规格提炼、

案例呈现和研究报告的改进意见，促使全学科

研究在思维交锋中急速升温。

当《指南》研制重点问题趋同、解决思路

图 2  《指南》设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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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合时，共识就成为一种推动的力量，其中阐

述所思、有疑而问、纸笔反馈、碰撞汲取、智

慧分享等活动安排，不失为行走上研制之道的

“良方”。

（二）合适文本，合作攻关

为使“编制说明”始终成为各学科编制组

学习、消化、理解和指导学科研究的依据性文

本，切实增进各分项目组的思想力、理解力和

执行力，项目组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至 2018
年 5 月下旬，引入了马不停蹄、及时聚焦、头

脑风暴、形成纪要、操作定调、层层推进的“着

落”做法。其间 18 场专题研讨，示例学科主

编互为主角，其中全覆盖分享有 5 场，指定主

编发言 179 人次。具体如下。

1.“编制说明”做中依

（1）第 1—4 场研讨中，重点关注《指南》

的“示例学科”撰写，更好地体现相关章节的

工作流程和结果品质。

（2）第 5—9 场研讨中，经历学习说明与

编制、专题研讨与主编、多层审读与反馈等学

习交流活动，努力使编制成果（文本）与“编

制说明”的要求保持一致，校验各章的起点与

终点定位是否准确。

重点关注对“编制说明”的正确理解，在

研究与行文的初始阶段校核共识的“达成度”，

体现《指南》研制的思想力。

2.“一致要求”重落实

（1）第 10—13 场研讨中，研究报告的交

流与表述指向专题研讨，与“编制说明”保持

一致要求的落实，在规范一级标题的基础上，

对应二级标题的确定和三级标题具有学科特点

的呈现，以及内容与标题的一致性、报告与后

续各章的关系等。

（2）第 14—15 场研讨中，跨学科指向性

研读与全学科反馈，采用定点内容交叉学习比

较的方式，强化研制成果与“编制说明”的一

致要求，反思研究报告与各章之间的关联性、

递进性和应用性。

介入教研室特级教师组成的内审专家，将

总体要求、审读标准、学科特点与送审书稿建

立联系，测量研制成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原

创性，在完成阅读、记录和审读报告的基础上，

开展指向学科的“点对点”反馈交流，推进全

书稿的进一步修改。

以全学科段为示例，按领域编组设 5 个专

场，全员聆听，即时互动，项目组回应，形成

会议纪要，并以此为依、逐级内化、循规编制、

合力克难，在研究与行文的关键阶段，体现对

“编制说明”的执行力。

3.“持续追踪”重品质

第 16—18 场研讨中，多角度强化研制成

果与“编制说明”的一致性要求，体现“章首页”

与研究报告、各章之间的关联性和导引性；“案

例”名称与章的主题和案例内容的适切性和一

致性；“多元审读意见”反馈对学科单元教学

设计指南修改完善的启示性和指导性，力求《指

南》修改和统稿更具品质。

设计重合或递进专题的研讨，结合指向重

点的多元审读与意见反馈，反思研究报告与各

章之间的关联性、递进性和应用性，体现学科

特点、呈现章的规格，从“贯通和细节”层面

校验《指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应用性。

三、《指南》研制的通力之方

《指南》的研制，呈现出节奏明快、序列

明确、标准明示、成果明白，指定交稿、层层

审读、及时反馈、互动充分等特点，自然形成“研

讨、修改与交稿联动、交稿与审读关联、审读

与反馈、研讨对接”的良性循环，渐渐清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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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合力、通力”相汇的轨迹。

通力就表现在“识”共同之谱，从原点出发，

多元群体按节奏结伴，经显现学科特点的研究

深化通道，最终交汇成为通途，是项目运作持

续发力的基点。

（一）有序管理，通道推进

项目组的先行研究呈现出一幅顶层指引、

铺垫充分、研而有痕、集思广益、微调要求、

分享智慧、环环相扣、节奏紧凑和共识颇丰、

心心相印的立体画面，取得了变压力为动力，

变问题为话题，变争论为趋同，变疑惑为可行，

变各异为聚焦，不同学科特质得以彰显的进展。

1. 三级管理明通道

从《指南》研制启动之日起，项目组的三

级管理从无形到有形，自觉回归于无形，其中

项目组有谋面对、有略出招、有力支撑，学科

专家的专业支持，专业出版团队全心投入，各

分项目组间交流汲取、互学改进、悉心研究、

解惑推进，促使各分项目组的研究以略有学科

特点的方式行进在通道之中，如图 3 所示。 

图 3  三级管理模式

2. 智慧运作显通性

《指南》于 2017 年 9 月起进入实质性编

制研究，先行完成按实际需要进行分学段编写

审报，明确市教研员为分册主编，建立项目组，

确定相关负责人，提出管理要求，实施多级管

理；启动针对“编制说明”理解的专题研讨，

结合各章规格和一个章节全样稿的提交和多角

色审读，建立培训、理解和践行的联系，显现

通性要求。

3. 留有空间归通途

项目组全程关注“编制说明”在《指南》

原创过程中的准确“着落”，持续营造顶层设

计者与项目组、各分项目组、专家组、相关责

编等良性互动的氛围，如期间进行了十次交稿

和十次项目组跟进浏览统计，结合按需组织的

学科专家、市教研室内部、特邀人教社责编等

审读，引导预留学科空间的研制渐归通途。

（二）研究深化，凸显通引

《指南》研制中的专项培训、专题研讨、

文本审读聚焦点的“重现、转移和叠加”设计，

使项目运作环环相绕、高潮迭起、吸引专注、

研究深化。这一大兵团协作研制的方式，通引

正确理解“编制说明”，诠释规格含义，关注

学科特点，汲取实施经验，提炼具有单元教学

设计应用意味的流程、问题和属性，磨砺安全

“着落”的本领，具体如下。

1. 突出关键要素通

以实现教学内容统整为前提，将课程标准

（修订稿）中的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理念、课

程目标、内容与要求、实施建议等连线，结合

学科教材，取“单元”为单位，进入结构化的

设计；以提高教学有效性为导向，针对教学全

过程设计的关键环节，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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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教学全过程设计的关键环节示意

2. 突出提炼规格通

由“流程、属性的问题链（问题导向）”

构成的规格，是《指南》研制的核心内容，也

是连接各关键要素的“脊椎”，对此“规格”

的诠释和提炼尤为重要：①流程图，指向必须

要做的工作任务顺序；②属性表，指向必须呈

现的任务内涵品质；③问题链或问题导向，指

向完成任务需要必须思考的问题。

3. 突出指导功能通

《指南》所述的“规格”既有范式意义，

又有指导操作的特质，更是体现丛书“原创性

和工具性”的着力点，其行文力求可分解、简洁、

易行，并配以“案例”带着教师走进规格，帮

助其理解，进而运用“规格”开展单元教学设计，

厘清每一堂课的相对位置，优化课堂教学。

历时 3 年的《指南》丛书研制，在所有参

与者的共同努力下，现已顺利完成 27 个学科

段的单元教学设计指南研制。其研制的协力凝

聚、合力共举、通力达成，层层推进，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交融和乐、携手前行的研究实践，

将使协力、合力、通力之作《指南》，结出的

品质之果，必将有利优质课程建设，有益教师

专业发展，有助学生成长，在服务于上海课程

教学改革中彰显风范。

《指南》的成果，就是多方齐心协力妙手

奏出的美妙音符，其研制的过程，更是一次教

育智慧设计的旅程，可为今后的研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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