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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中师范大学学位论ｉｊ创性声 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剞 牲 声 明

本人郑重声明 ：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 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 ， 独立进行研宄工作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除文中 己经标明 引 用 的 内 容外 ， 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

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宄成果 。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均 己在

文中 以 明确方式标明 。 本声明 的法律结果 由本人承担 。

作者签名 ： 曰 期 ：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３ ０ 曰

学位抡文版权使 用 梭权 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 了解华中师范大学有关保留 、 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 即 ： 研

宄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华中师范大学 。 学校有权保留并

向 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 电子版 ， 允许学位论文被査阅和借阅 ；

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 内容 ， 可以允许采用影印 、 缩印或其它复制手

段保存 、 汇编学位论文 。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

保密论文注释 ： 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 ， 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非保密论文注释 ： 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 ， 适用本授权书 。

作者签名 別导师签名 ：

日 期 ： ２ ０ ２ ０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日 期 ：
２ ０ ２ ０ 年 ５ 月 ３ １ 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
“

ＣＡＬ Ｉ Ｓ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
”

， 同意将本人的

学位论文提交
“

ＣＡＬ Ｉ Ｓ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中全文发布 ， 并可按
“

章程
”

中 的

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 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 ： □半年 ： □一年 ： □二年发布 。

作者签名 ：

＾別 导师签名 ：

日 期 ： ２ ０ ２ ０ 年 ５ 月 ３ ０ 日 日 期 ： ２ ０ ２ ０ 年 ５ 月 ３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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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深化语文教学改革 ， 积极探索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 适应未来

教育发展的新型教学设计 。 这一教学设计的变革意在改变从设计单一知识点或课时

转向设计
一

个大单元 ， 统筹单元情境与任务来培养语文学科素养 。 但是大单元教学

研宄 目前只 是针对教学环节的变革 ， 并未突破传统顺向教学思路 ， 顺向教学思路通

常表现为根据教材确定教学 内容 ， 根据教学 内容开展教学活动并实施评价 ， 这样的

教学设计没有改变传统固化的教学思路 ， 只是单一进行 了教学环节变革 ， 这样的改

变在教学有效性上是否有实质性突破仍需要进行深度思考 。 因此 ， 本研宄以
“

部编

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
”

为研宄对象 ， 针对 目 前大单元教学的主要 问题试图 引

入逆向设计理论 ， 通过结合逆向思维与顺 向思维优化现有教学思路 ， 探讨优化大单

元教学设计的策略 。

本研宄
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 绪论部分主要对国 内 外单元教学 、 大单元教学研宄

的现状和逆向设计教学现状分别进行综述 ， 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宄的核心问题和研

究思路 。 第
一章为理论阐述部分 ， 结合重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相关理论 ， 阐释研宄小

学语文大单元教学的理论根据 ， 并对大单元教学的特点和实施路径做进
一

步的探

讨 。 第二章为对大单元教学设计进行现状分析 ， 在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案例

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 并总结 出 目 前大单元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 分别是现存教学思

路欠缺明确细致的 目标设计 、 现存教学思路欠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分析 、 现存教学

思路下的评价设计无法对接教学 目 标 。 第三章则针对当前大单元教学存在的 问题提

出优化的方向 ， 从而 引入为逆向教学设计 ， 分析逆向教学设计的价值以及逆向设计

的关键思路 ， 主要有 以 目 标为导向 、 落实教学评价 、 科学的量化工具 ， 综合分析利

用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第四章主要是基于逆向设计的有效

培养对大单元教学思路和环节进行优化设计分析 ， 提出教学改进三大策略 ， 分别为

完善大单元教学 目标 、 确定大单元评估证据和优化教学过程 ， 并应用 当前策略对指

定大单元教学案例进行逆向设计 ， 呈现具体教案设计 。

关键词 ： 大单元教学 ； 逆向教学设计理论 ； 部编版小学语文 ； 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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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一

） 研究背景

１ ．核心素养的提出

新时代以来 ， 我国致力于围绕
“

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 标
”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努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 国梦 。 中 国梦的实现离不

开教育的发展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强调教育的地位和

作用 ， 并指出 ：

“

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

“

教

育必须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

。 习

近平总书记对教育所做的一系列论述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置于一个新

的高度 ， 升华 了新时代教育的价值 。 从国际上来看 ， 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

代的到来 ， 头脑中 己具备的知识与技能 已经远远跟不上当今科技发展的速度与规

模 ， 因此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再成为新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才的衡量标准 ， 传统的 以

知识传授和掌握为主教学方式也面临着挑战 。

综合国 内政策的导 向与 国际教育的趋势 ， 当前培养能够融入未来社会 ， 并进行

自 主学习 、 自 主发展的人是教育的 目标 。 为应对激烈与复杂的 国际竞争 ， 核心素养

体系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 其核心不在于单纯掌握知识与技能 ， 而在重视问题解决

能力 、 创新能力 以及思维能力的培养 。 作为一线教师 ， 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

如何让学生具有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 以应对复杂变换的社会环境是我们应探寻 的

教学改革之路 。

２ ．核心索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

新时代 以来 ，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 了
一个新的阶段 ， 指 向核心素养的

课程教学改革成为我国基础教育重点研究议题之
一

。 部编版语文教材的推行 ， 意味

着 国家率先在教材上进行改革 以促进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达成 ， 部编版教材采用
“

语文素养与人文主题双线并行
”

的结构编排 ， 力 图照顾到语文素养的各个方面 。

教材的改版必定带来教学设计的转型升级 ， 课堂因此便成为落实核心素养的关键环

节 ， 而只有通过教学 ， 课程改革才能发生实质性地变化 。

“

指 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大单元教学
”

近 日 成为落实核心素养发展的新的教

学理念 ， 该理念主张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经验 ， 按照课程标准和核心素养的

要求 以 内容作为划分单元的主题 ， 开展连续课时的大单元教学 ， 能够有效地将课本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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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碎片化的
“

惰性知识
”

转化为整体性的
“

活性素养
”

。 原本教学中单篇教学的形

式所带来的知识点碎片化 ， 破坏知识整体性 、 系统性的教学方法不再适用 ， 起统率

作用 的大单元教学针对的不是单
一

知识点 、 技能的传授 ， 而是必备品格 、 关键能力

与价值观的培养 ， 要求老师普遍提高教学设计的站位 ， 以大观念 、 项 目 、 任务 、 问

题作为教学的 出发点 ， 当教师能够从学科专家的角度进行考量 ， 才会理解学科育人

的本质 。

其次 ， 指 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能够帮助教师转变以考试为导 向 的教学

方式 ， 传统以考试为导 向 的
“

考试风向标
”

看不到学生的能力 、 品格和观念 ， 大单

元教学设计主张教师从大处着眼 ，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切入促进学生发展 ， 改变见书

不见人的 习惯 。

指 向核心素养发展的大单元教学在 目 前教学改革研宄中备受关注 ， 是重要的落

实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 。 但是 ， 大单元教学无论对于专家还是一线教师 ， 都尚

且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 ， 需要时间去打磨研究 。 大单元教学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素

养和能力 ， 教师不仅要能够把握住单元核心要义 ， 还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构架大单元

教学框架 ， 提高教学设计的站位 ， 扩大教学的格局 。 在 目 前的研究中 ， 新的教学设

计没有改变传统固化的教学思路 ， 只是单一进行 了教学环节变革 ， 这样的改变在教

学有效性上是否有实质性突破仍需要进行深度思考 。

（二 ） 研究意义

１ ？理论童义

第
一

、 为当前
“

考试导向
” “

碎片化教学
”“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的课堂教学

提供一种全新的整合教学模式 。 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是实现素养落地的

重要路径 ， 通过对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和环节的探索 ， 设计出更优化的方案 ， 不断

推进发展素质教育的育人 目 标 。

第二 、 本研宄通过查阅 国 内外有关单元设计 、 大单元教学的相关文献 ， 对大单

元教学的概念 、 特点 、 意义 、 实施策略进行整合梳理 ， 使一线教师能够透彻 了解大

单元教学 ， 并结合 自 己的教学经验进行相关理念的变革 。

第三 、 本研宄以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案例为研究对象 ， 教学思路以逆 向

教学设计展开 ， 打破以往按照顺向教学设计的教学弊端 ， 落实学生习得情况 ， 进一

步优化 了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研宄 ， 为研宄发展提供新视角 。

第四 、 应用逆向教学设计对大单元教学进行优化 ， 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注入 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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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的血液 ， 也使单元 内 的教学变得更加富有弹性 。 不仅有利于优化教学效果 ， 而

且有助于语文学科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的研宄 。

２ ？实践意义

第
一

、 本研宄为当前一线小学语文教师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提供具体的教学思

路和实施步骤 ， 并围绕具体案例一一展开叙述 ，

一线教师可 以借助本研究提供的操

作方法进行单元教学设计实验 ， 进而检测该研宄的有效性 。

第二 、 对于教师而言 ， 尝试进行大单元教学 ， 对于教师进一步解读课标 ， 明确

教材编写者的意 图 ， 提髙教学设计站位 ， 从而构建大单元教学观念 ， 提高教师的专

业发展能力有实践意义 。 教学思路采用逆向设计思路 ， 希望教师从教学输出端开始

重新思考教学 ， 真正落实教学评价 ， 对于落实学生核心素养有实践作用 。

第三 、 对于学生而言 ， 大单元的学习方式给学生提供了利用真实的知识解决真

实 问题的真实情景 ， 对于改变
“

高分低能
”

的教学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且有利于帮助学生在头脑中构建完整认知结构 ， 促进综合素养的发展 。

（三 ） 核心概念界定

１ ．单元教学

“

单元
”
一

词的使用最早 出现是在现代 ， 《辞海 》 中单元的含义为 ：

“

单元是

指学习段落
”？

，
《汉语大词典 》 中解释单元是指

“

相对独立 ， 自成系统的单位
” 气

两个词典对于单元的解释
一个是将单元作为

一个单位 ，

一个是将单元作为 内容的一

部分 ， 可见单元一词的解释若是脱离一定的环境 ， 既可以作为一个单位进行使用 ，

也可 以作为既定的部分 内容 。 在教育学中首次运用
“

单元
”

这一概念的是赫尔 巴特 ，

后来其学生席勒将
“

单元
”

这一概念进一步缩小 。

“

单元是指不同科 目 的教材根据

性质或内容之间的联系划分成的不同的部分 ， 这些不同的部分称之为单元 ， 每个单

元中 的 内容需要在连续的
一

段时 间 内完成 ， 不 同 的单元之间 既保持独立又彼此联

系
”？

， 钟启泉在
“

学会单元设计
”

中认为单元是基于一定 的 目 标或者主题有机地 、

模块式地组织与构成的 ， 并将单元划分为教材单元和经验单元 。 综上研宄者们对于

单元的界定 ， 在笔者看来 ， 单元是指围绕一定的 目标或主题 ， 有机地将相关教学内

容组织在一起的教学单位 ， 在本研究中 ，

“

单元
”

是指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 已经

？
夏征农 ， 陈立志 ． 辞海 ［Ｍ ］ ． 上海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
汉语大词典第三卷 ［Ｍ ］ ． 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 ， １ ９９２ ．

？
辞海 ［ Ｋ ］ ． 上海 ： 辞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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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好的结构单元 ， 也就是钟启泉教授所说的教材单元 。

所谓的单元教学在 《教育大辞典 》 中解释为 ：

“
一种将教材 、 活动等划分为完

整的单元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 。 目 的是改变偏重零碎知识和记忆文字符号 的教学 ，

并强调利用学生的手和脑来获得完整的知识和经验 。

”？
根据对单元 内涵的解释 ，

笔者将单元教学理解为 以单元为基本单位组织教学活动进行完整教学的
一

种教学

方法 。 本文的研究探讨均是在单元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展开 。

２ ．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是 由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崔允槨教授提 出 来的一个理

论 ， 大单元教学中的大单元与单元教学中的单元有所不同 ， 单元教学中的单元指的

是教材依据一定的主题或 目标划分的单位 ， 即教材单位 。 但是这样的
一个单元之下

的几篇课文 ， 如果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 内容 ， 便依 旧是篇与篇的独立教学 ， 流

于课时主义 。 而大单元指的是
“
一

种学习单位 ，

一个微课程 、

一

个完整的教学故事 。

”

？
大单元是基于教材中划分的单元 ， 在一个完整的任务驱动下联动所有的任务 、 目

标 、 内容 、 实施与评价完成单元的学 习 ， 这样一个单元的 内容便组成一个整体 ， 使

学生完整的获取知识与概念 ， 在真实的情境中去学习 、 解决问题 。 本文借鉴崔允槨

教授对大单元教学的概念界定 ， 将大单元教学定义为 ， 以单元为单位 ， 以教材为导

向 ， 在
“

大任务
”

驱动之下组织各单元为一个围绕 目 标 、 内容 、 实施与评价的
‘

完

整
’

的学习事件 。

３ ．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 目 前被应用于许多学科中 ， 理念的效用需要

在具体的实践 内容中发挥 出来 ， 目 前较多的理论探索集中于数学等理科 ， 而这一理

念的应用需要去匹配不 同 的教学 内容 。 小学语文教学有着 自 己独特的教学体系 ， 在

进行大单元教学时必定不能按照模式化的理念规定进行教学设计 ， 而是要与小学学

段学生的学情 以及语文学科所特有的教学特点 、 内容进行融合 ， 找到最佳教学实施

路径 。 教学策略的选择离不开教材的选定 ， 不同的教材在体例编排上存在不同的特

点 ， ２０ １ ７ 年全国推广使用 的统编语文教材采用
“

人文主题
”

和
“

语文要素
”

双线组

织单元的结构形式进行教材编排 ， 聚焦
“

素养为本的单元设计 、 真实情境的深度学

习 、 线上线下的智能系统
”？

。 统编版语文教材这样的编排适应 了 从单篇课文的教

学走向大单元教学的趋势 ， 有利于一线教师大单元教学的开展 。 因此本文立足统编

？
顾明远 ． 教育大辞典 ［Ｍ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９ ８ ． ０８ ．

？
崔允槨 ． 如何开展指 向 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 ［Ｊ ］ ． 北京教育 ． ２ ０ １ ９ （ ０ ２ ）

？
戴晓娥 ． 大单元大情境大任务——统编语文教科书

“

新教学
”

设计与实践 ［Ｊ ］ ． 语文建设 ． ２ ０ １ ９ ． ０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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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小学语文教材这
一

目 前全国通用 的版本 ， 通过对教材的研宄补充开展大单元教学

设计 。

（四 ） 国内外研究综述

笔者 以
“

大单元教学
”

为关键词输入
“

中 国知网
”

、

“

维普数据库
”

进行文献

搜索 ， 搜集到的有关大单元教学 内容较少 ， 相关研宄包括
“

单元教学 、 单元整组教

学
”

， 于是笔者围绕
“

单元教学 ， 大单元教学 ， 单元整组教学
”

查阅 国 内外文献 ，

对搜集到 的文献进行综述

１ ．国外大单元教学设计相关研究

单元教学的 出现最早始于国外 ， 国外对于单元教学的研宄对于我国单元教学的

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 １ ） 单元教学的相关研宄
“

单元
”

这个概念最初 由赫尔 巴特所提出 ， 他将儿童的学习看作是一个阶段化

的发展过程 ， 将其概括为四阶段教学法 ： 明 了 、 联想 、 系统 、 方法 ， 阶段化进行学

习 是单元教学的最初萌芽 。 随后 ， 席勒在赫尔 巴特四阶段教学法的基础上具体提出

五阶段教学法 ： 分析 、 综合 、 联合 、 系统 、 方法 。

“

他将采用这些教学方法的教学

过程所存在于的一个阶段 内 的教学 内容作为一个单位 ， 而不是仅仅 以题材为单位 ，

并将这种方式所组成的单元称之为方法论单元 。

”＠赫尔 巴特学派致力于构建一个

阶段性的教学程序 ， 这在单元教学产生的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十九世纪末 、 二十世纪初 ， 正值欧美
“

新教育运动
”

产生之际 ， 单元教学理论

应运而生 。 德克乐利作为新教育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 提出 了教学 以
“

兴趣
”

为中

心 ， 以
“

整体
”

为原则 的理论 ， 主张按照
“

单元主题－教学 内容 －教法学法
”

这样的

程序展开教学 ； 每个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部分 ， 从 １ ９０７ 年起 ， 德克乐利便开

始推行他的新教育制度 ， 将学校的课程从整体上划分为个人和环境两大类 ， 围绕学

生的兴趣问题组成教学单元 ， 这种新的教学方式的诞生打破了分科教学的枷锁 ， 可

以说是以 内容为单位的单元教学思想的萌芽 。

单元教学的课程教学制度受德克乐利新教育制度影响之后流行开来 ，
二十世纪

出 以来国外相继诞生了 不少有关于单元教学的典型类型 。 克伯屈 的设计教学法 ， 的

设计教学法 ， 也称为单元教学法 ， 提倡取消分科教学 ， 以学生的有 目 的活动为学习

单位 ， 并让学生获得知识和解决活动 中 问题的能力 。 莫里逊的单元教材精习制 旨在

？
钟启 泉 ． 学会

“

单元设计
”

［Ｊ ］ ． 中 国教育报 ２０ １ ５（ ６ ） 第 ００９ 版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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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教材按照其 内容划分成若干单元 ， 然后按照探宄 －提示－理解－推理－表述这一教学程

序进行教学 ， 前
一个单元掌握 了才会进行下一个单元的教学 ， 使学生更深入 、 更系

统地把握知识 ， 发挥整体教学的优势 。 莫里逊认为 ， 学生要想学到真正的知识 ， 只

有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 不能对知识进行零散式的学习 ， 因此提倡用一个周或几个课

时的时间让学生掌握一项 内容或解决
一个问题 ， 并达到熟练的程度 ， 为此莫里逊设

置了
一

套教学公式 ：

“

预测 －教学 －测验教学效果 －调整教学步骤 －再教学 、 再测验
”

依

次循环往复 ， 以达到熟练的 目 的 。 莫里逊的计划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其理念

在当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除 了这两种典型的单元教学发之外 ， 还开发 了各种各

样的单元 ， 例如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普及的作业单元 ， 弗吉尼亚的 问题单元等等 。

与此同时 ， 关于单元教学法的分类主要有 以教材为中心的
“

教材单元
”

和以经

验为中心的
“

经验单元
”

两大类 ， 关于单元教学的分类方法在五十年代后进行了一

次重新的讨论 ， 例如史密斯 （ Ｂ ．Ｏ ．ＳＭＩＴＨ ） 认为教材单元和经验单元无法从严格意

义上进行二分 ， 既没有不伴随经验的教材单元 ， 也没有不伴随教材的经验单元 ， 据

此他又提出 了
“

过程单元
”

和
“

教材单元
”

， 过程单元 以思维过程为重点 ， 教材单

元以知识 、 技能为重点 。

曰 本学者佐藤学在单元设计的思路上有独到的见解 ， 他将课程的单元编制分为

两种类型 ，

一种是 以 目标 －达成－评价的方式来对学科课程 （计划型课程 ） 进行编制 ；

另
一种是以主题－探究－表达的方式对活动课程 （项 目 型课程 ） 进行的编制 。

（ ２ ） 大单元教学相关研宄

随着进一步有关单元设计的发展 ， 在教育界 目 前的单元设计非常注重大观念 。

在科学教育领域 ， 温 ？ 哈伦等人提出 的大概念在教育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 査莫斯等

人也指出大观念正成为学科单元设计的关键词 ， 在现在的 ＳＴＥＭ 教育 中 ， 大观念正

在被普遍的应用于单元设计 。

０
因此以大观念为中心的单元设计慢慢深入到 国 内 国

外的基础教育中 。 以大观念为中心的单元设计为 了落实大观念的学 习要求 ， 统整教

学 目 标 ， 正在走向融合与整合的课程发展方向 。 目 前存在的 以大观念为中心的单元

设计思路有
“

逆向教学设计
”

、

“

科学 －写作启发式教学设计
”

、

“

建构主义教学

设计
”

和
“

三元教学与评估设计
”

。

逆向教学设计流行于北美 ， 逆向教学设计与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同 ， 传统的教学

关注的是教师的教 ， 而逆向教学法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理解 。 威金斯等人突破传统
“

活动导向的设计
”

和
“

灌输式教学
”

， 主张翻转 习惯性做法 ， 强调设计者提前开

＾
Ｃｈａ ｌ ｍｅｒ ｓ ．Ｃ ．Ｃａ ｔ ｅ ｒ ．Ｍ ．Ｃｏｏｐ ｅ ｒ ．Ｔ ．ｅ ｔａ ｌ ．Ｉ ｍ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ｉ ｎ ｇ

”

Ｂ ｉ ｇｉ ｄ ｅａ ｓ

”

ｔ ｏＡｄ ｖａｎ ｃ ｅｔ ｈ ｅＴｅａｃ ｈ ｉ ｎｇａｎ ｄ

Ｌ ｅ ａｒ ｎ ｉ ｎｇ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Ｔ ｅｃ ｈｎｏ ｌ ｏｇｙ ，Ｅｎｇ ｉ ｎ ｅ ｅｒ ｉ ｎ ｇ ，ａｎ ｄＭａ ｔ ｈ ｅｍａ ｔ ｉ ｃ ｓ  （ ＳＴＥＭ ） ［Ｊ ］ ． Ｉ 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Ｍａ ｔ ｈ ｅｍａｔ ｉ ｃ ｓ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
，２ ０ １ ７ （ １ ） ： ２ ５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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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评估 ， 而不是一个阶段学习之后开展评估 。

？
因此创设逆向教学设计模板 （ Ｕｂｄ ） ，

根据该模板进行单元设计 。 逆向教学设计关注教学的三个问题 ， 到哪里去 ？ 怎样到

那里去 ？ 怎样才能实现 目 标 ？ 从这三个设问便引 申 出教学的三个阶段 ： 第
一

阶段确

定预期结果 ； 第二阶段选择评估证据 ； 第三阶段设计学习过程 ， 这三个阶段是进行

单元设计的关键 。 成立于 １ ９４３ 年的美 国督导与课程发展协会把教师专业发展的重

心放在差异化教学 、 逆向教学设计框架等领域 ， 迄今为止 ， 该协会已经姐织过多次

逆向教学设计框架培训课程 。 可见逆向教学设计这
一

教学思路在国际上深受欢迎 ，

且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值得我国借鉴 。

科学 －写作启发式教学属于论证式教学 ， 是指将科学领域论证的方式引 入教学 ，

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体会像科学家一样进行科学论证的过程 。 论证式教学 目 前在 国

际上深受欢迎 ， 并且 己经发展出三大类型教学模式 ： 结构式 、 科学社会式 、 渗透式 。

而科学 －写作启发式教学便是渗透式教学模式下的一个类属 。 科学 、 写作启发式教学

目 前广泛应用于科学教学领域 ， 它包括教学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单元设计阶段 ，

第二个阶段是论证阶段 ， 第三个阶段是写作总结阶段 。

？单元设计阶段需要教师编

制单元概念图 ， 教师要根据教材和课程标准的要求 ， 将整个单元的所有概念用概念

图将其关系进行联系 。 其次是借助概念图确定大观念和子观念 ， 然后大观念和子观

念规划活动 。

在建构主义的思路之下 ， 强调注重思考
“

学习
”

的设计 ， 教师采取学生作为设

计建构式学习 图案的主体 ， 就是
“

建构主义的学习 设计
”

。

？建构主义的单元设计

强调情境 、 协同 、 支架 、 任务 、 展示 、 反思六大要素 ， 整合六大学习要素成为一个

完整的教学方案从而进行单元设计是建构主义单元设计的主要特征之一 ； 其次 ， 建

构主义强调学习 的
“

真实性
”

， 通过教学 目 标 、 内容 、 活动的优化设计 ， 突 出强调

学习活动的真实性 。

三元教学与评估 （ ＴＩＡ ） 单元设计模型是一种基于 Ｓ 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开发的成功教育理

论的教学方法 。 该单元设计的 目 的是训练具有三元思维能力的学生 ， 即具有分析能

力 ， 创造力和实践性智力 ， 更重要的是 ， 这为将来的学生在社会和家庭中取得成功

奠定 了基础 。 三元教学的主要 目 的是创造
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 ， 体现为一个基本单

元 。 在这种环境下 ， 学生和老师不必担心学习或教学困难 ， 而会选择恰当的解决方

法 。 关于教师在三元教学中如何设计特定单元的 问题 ， Ｓ 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设计 了
一套常规步

？ 格兰特 ？ 威金斯 ， 杰伊 ？ 麦克泰格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 ２ 版 ）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

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
邵朝友 ， 韩文杰 ，

张雨强 ． 《试论 以大观念为中 心的单元 设计——基于两种单元设计思路的考察 》 ［ Ｊ ］ ． 全球教

育展望 ２０ １ ９ （ ６ ）

？
钟启泉 ． 单元设计－撬动课堂转型的一个支点 ［ ＪＬ 教育发展研宄 ． ２０ １ ５ ． （ ２ ４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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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 包括选择教学 内容 ， 确定教学 目标 ， 安排特定课程 ， 分配特定单元中的课程任

务 ， 确定教学 内容如何考虑不同的学习渠道进入教学过程 ， 并选择相应的评估方法 。

当然 ， 这一系列的常规步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 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教学 。

关于三元教学的评估 ， 教师需要关注如何评估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 ， 即使用三种类

型的智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包括对三种创造力 ， 分析能力和评估能力的评估 。

实践 。 分别评估他们 ， 不仅可 以评估他们学到的知识 ， 还可 以 了解他们如何学习相

关知识 。

２ ．国内大单元教学设计相关研究

大单元教学 、 单元整体教学追本溯源都是单元教学 ， 研宄单元教学的相关文献 ，

厘清单元的 内涵 ， 对于探讨大单元教学有重要意义 。 因此这里笔者首先对单元教学

进行相关理论综述 ， 然后探讨 了单元教学的发展 以及大单元教学的相关理论 。

（ １ ） 单元教学历史渊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单元教学开始在我国流传 ， 许多学校进行 了相应变革教学

的实践 ， 在当时轰动一时 。 １ ９２２ 年 ， 梁启超在 《 中学 以上作文教学法 》 中提出
“

分

组比较
”

这一教学方法 ， 说到 ：

“

选文须令学生多看 ， 不能篇篇文章讲 ， 需要一组
一组地讲

”

， 其含义是否定 了单篇教学的逻辑 ， 倡导整组教学 ，

一组的 内容的选择

需要解决的是一类的 问题 ，

一组的 内容的讲解不能 以课时为单位 ， 而要 以星期为单

位 ， 通盘打算 。 梁启超先生对教材的看法是最早整组教学的来源 ， 也是语文单元教

学法思想的最初萌芽 。

到 了２０ 世纪三 、 四十年代 ， 国文教材逐渐开始进行单元编排 ， 如 《国文八百

课 》 、 《写作进修课本 》 以及叶圣陶先生在 １ ９３２ 出版的 《开明 国语课本 》 ， 这些

教科书的单元编制方法在当时成为 了教科书编写共识 。

在 １ ９８０ 年代初期 ， 单元才开始被用作教学的基本单位和教学组织结构的一种

形式 。 当然 ， 实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几所学校 。 １ ９８ ８ 年和 １ ９８９ 年 ， 中文教科书

进行 了全面修订 ， 并初步建立了全面的单元训练系统 。 单元教学引 起 了广泛的关注 ，

但是当时的大多数单元教学都集中在初中阶段 。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 ， 霍懋征老师 曾在全国首次实行单元教学 ， 提倡根据教学大
＇

纲的需要和教学 目 的重新组织课本 ， 将密切相关的课文或教材合并为一个新的教学

单元 。 其主要结果发表在 《我是怎样做到一学期教 ９５ 篇课文的 》 中 。 在二十世纪

八 、 九十年代 ， 中 国 的语文教育开始进入单元教学研宄的发展时期 。

（ ２ ） 单元教学特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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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元教学的特点 ， 李秉松？认为
“

整体性 、 阶段性 、 系统性
”

是单元教学

的突 出特点 ， 强调篇与篇之间 的关联 ， 单元与单元之间的关联 ； 韩东华＠
将单元教

学的特点概括为整体性 、 自主性 、 连贯性和动态性 ， 以单元为依托 ， 合理整合教科

书 、 教学 内容 、 丰富课外资源 ， 促进整体教学 ； 张广岩通过对比传统单篇课文 ， 认

为单元教学具有组合性 、 整体性 、 比较性 、 和主体性 。 在进行单元教学时 ， 刘生龙
？
强调要处理好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的关系 、 教读课与 自读课的关系 、 共性与个性

的关系 ， 陈炳文在讨论单元教学时 ， 提出要优化单元教学的艺术性必须要掌握好
“

教

法
”

与
“

学法
”

的关系 、

“

主导
”

与
“

主体
”

的关系 、

“

举
一

”

和
“

反三
”

的关系 、

“

教书
”

和
“

育人
”

的关系 、

“

课 内
”

和
“

课外
”

的关系 。

￥
由此可见 ， 关于单元

教学的特点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但是总体来看似乎都大同小异 ， 单元教学作为

以单元为依托的教学方式 ， 主要特点概观来看主要有
“

整体性 、 系统性 、 主体性
”

。

（ ３ ） 单元教学模式与实践

关于单元教学法的应用 ， 我国许多专家都积极进行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 继霍懋

征老师提出单元教学法理念后 ， １ ９８３ 年 ， 北京景 山学校探索 了
一种

“

知识结构单元

教学法
”

， 旨在将学科知识本身的结构作为划分单元的主要依据 ， 例如语文学习 中

可划分为
“

说明文单元
”

、

“

记叙文单元
”

、

“

议论文单元
”

等 ， 以要求学生掌握
“

双基
”

和
“

发展智能
”

为主要 目 的 ， 教学的步骤依据学生学习 的认知程序来设计 ，

将学生放在主动学习 的位置上
？

。

１ ９８６ 年 ， 特级教师钟德赣经过反复的实验与实践提出
“

反刍式单元教学法
”？

，

反思是指不断提问 ，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 ， 具体地讲 ， 将学习 的整个单元划

分为总览 、 阅读 、 写说 、 评价 、 补漏的五个步骤 ， 每个步骤包括三种课型 ： 自练 、

自 改 、 自结 ， 据此来完成教学进程的最优化 。 该教学法在当时得到 了 国 内 外的大力

支持 ， 影响颇为深远 。

湖北大学黎世法运用最优化教学理论创立
“

六课型单元教学法
”

， 根据教材的

特点和 内在联系将教材分成若干教学单元并依次按照
“

以知识单元为教学周期
”

的

六个紧密联系的基本课型进行授课 ， 这六种教学课型分别为 自 学课 、 启发课 、 复习

课 、 作业课 、 改错课和小结课 。 除此之外 ， 还有
“

四环节智能定型单元教学法
”

，

“

五程序单元教学模式
”

， 钱梦龙的
“

自 读 －教读 －作业－复读
”

， 张沛元的
“

单元四

？
李秉松 ． 关于语文单元教学的几点思考 ［ Ｊ ］ ． 中学语文教学 ． １ ９９ ５ （ ７ ）

？
韩冬华 ．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Ｊ ］ ． 第五届世纪之星创新教育论坛． ２ ０ １ ６ ： ３ ４ ４

？
刘生龙 ． 单元教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Ｊ ］ ． 语文教学通讯． １ ９９ ７ （ ６ ） ： ６ ３

？
张广岩 ． 试说语文单元教学的特点 ［ Ｊ ］ ． 山 东师大学报 ， １ ９９ ５（ ２ ）

？
陈心五 ． 知识结构单元教学法初探 ［ Ｊ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１ ９ ８ ３ （０ １ ） ： ４ ９

－

５０

？
欧治 ， 华陈璇娜 ． 论钟德赣

“

反刍式单元教学法
”

及其课改指导意义 ［Ｊ ］ ． 现代语文 （教学研宄版 ）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９



颂 士 学 位论 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步教学法
”

也都有很深的影响力 。

（ ４ ） 单元教学的发展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深入 ， 单元教学越来越受到研宄者们的关注 ， 但是教学模

式 由单篇独立教学转变为单元教学后 ， 许多老师依 旧是无处下手 ， 因此 ， 在单元教

学发展的基础上 ， 我国又发展 了单元整组教学 。 单元整组教学 以
“

组
”

为基本的教

学单位 ， 采用整组单元块状结构进行教学 ， 在整合不同课型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教学

的
一种教学思想 。 单元整组的核心是教学 内容的整合 ， 同时还要保证每篇课文的相

对完整性 ， 教学时 ， 教师的 目 标更多地转 向几篇课文的共同主题 ， 有时还会在单篇

教学中为 了整合 内容 ， 不断地回扣单元主题 。

目 前 比较受认可的单元整组教学是 由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提出的
“

整体感知

－部分体验－整体感悟
”

这一层进式教学步骤 ，

“

整体感知
”

负责进行单元导读 ；

“

部

分体验
”

是采取分课或分块的形式展开学习 ， 篇 目 的学习可根据难易度或思维逻辑

进行重组 ；

“

整体感悟
”

是指单元结束后 ， 和学生们
一起进行整体回顾交流 。

浙江富阳永兴实验小学也整合 了
一套独特的单元整组教学的方法 ， 强调学习方

法的 引 导的重要性 ， 将一个单元的学习分为单元整组感知 、 单元部分感悟 、 单元整

体回顾三部分 ， 提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
。 其 中单元整组感知相当于

一

个单元的导

入环节 ， 单列为一课时进行 ， 可见足够兴趣地激发学生学习 的欲望 ， 调动对接下来

内容的期待 ， 提高学习预备感是需要引起 目 前教师重视的 。

关于单元整组教学的实验研究还有很多 ， 诸如河北廊坊教研室将一个单元的学

习分为单元导读课 －精读课－略读课－ 口语交际和习作课－单元总节课 山 东省跃华学

校分为预习 、 理解 内容 、 领悟表达 、 口语交际与 习作 、 读整本书 、 语文实践活动 、

单元检测
？

， 对于单元整组教学很多学校都研发而一套具体可实施的教学流程 ， 每
一

种教学实践都有其 自 身 的独创性 ， 都有一群为 了更好地教学质量而不断研究的

人 ， 随着研讨的深化 ， 往后越来越多的研宄一定也会更加的贴合教学实际 ， 单元教

学的形式也会愈加丰富 。

（ ５ ） 大单元教学的产生

基于单元教学 ， 在我国有专家又提出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 。 这是近

两年对单元教学的形式所提出 的
一

个较大的变革 ， 这里的大单元指的是一个学习单

位 。 在一个大的任务的统整下 ， 围绕一个 目标组织学 习 内 容 、 过程 、 评价的完整的

学习事件 。 大单元划分单元的依据是立足学科的核心素养 ， 整合 目标 、 任务 、 情境

？ 李怀源 ．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构建艺术 ［
Ｍ

］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１ ０ ．

？
同上 ．

？
李怀源 ．课文 ？ 语文 ？ 人文——关于

“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的探讨
【
：
］

． 小学语文教学 ．２００９
（
５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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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内容的教学单位 。 大单元的
“

大
”

有三重含义 ，

一是指统率整个教学单元的大任

务 、 大观念 、 大项 目 等 ；
二是指大单元设计从大处着眼 ， 改变以往从小处下手只关

注学习分数 、 知识点从而忽视学生学习 品格 、 能力 、 素养等方面的教学习惯 ， 倡导

教师教学从整体着眼 ；
三是从时间维度来看 ， 大单元设计倡导

“

以学习者为中心
”

，

以学 习 内容决定学 习周期 ， 改变以往由时间决定课时的模式 。

？大单元设计提 出 以

来 ， 教育学界专家们积极展开理论实践探讨 ， 由戴晓娥主持的
“

信息技术支持语文

单元整体教学的研宄与实践
”

项 目 围绕大单元展开语文学科大单元教学探索 ， 并获

得 ２０ １ ８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

等奖 。

（ ６ ）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意义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理念 目 前在教育界交 口称赞 ， 对于它 的价值和意义 自然是毋

庸置疑 ， 王爱华在他的一篇对于大单元教学的文章中对于大单元教学的实施给出 了

肯定的判断 ， 具体表现在整合的真实情境实现学生的
“

真学习
”

； 有意义的开放的

任务使学生学习结构化 ； 在真实的语言实践活动 中 ， 变
“

做题
”

为
“

做事
”

气 陆

志平认为在语文大单元教学的追求中认为语文通过可 以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

， 实现语文和生活的联系 ， 实现了深度学 习 、 创造性学习
？

。 张树苗等认为实施

大单元教学一方面对于教师千篇一律 、 安于现状的教学状态产生一定的冲击力 ， 能

有力促进教师不断地研宄 、 思考 ， 提升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 ； 另
一方面 ， 对于学生

来说 ， 大单元教学为学生 自 主学习 、 自 主发现 、 自 主建构提供真实情境 ， 在情境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 完善人格 ； 就教学效果而言 ， 大单元教学打破了知识主体分离

的二元论状态 ， 改变了 学科知识碎片化的现象 ， 推动教学优化发展 。

？

（ ７ ）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策略

在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时 ， 戴晓娥认为要选择和创设真实的单元情境 、 设计 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真实任务 、 组织有效的语文学习活动 。

？崔允瀞认为设计
一

个大单

元学习 需要明确 以下六个问题 ： １ ．确定单元名称 、 课时 ； ２ ．确定单元 目 标 ； ３ ．确定评

价任务 ；
４ ．组织学习过程 ；

５ ．进行作业与检测 ； ６ ．进行学后反思 。

？ 孟亦萍认为设计

大单元教学 ， 首先应该基于课程标准要求 ， 提炼大单元主题 ； 然后立足 目 标要求 ，

调整大单元教学 内容 ； 接着需要创设真实生活情景 ， 聚焦整体性场景 ； 整合学习任

务 ， 指向表现型发展 ； 最后贯彻全过程测评 ， 旨 归
“

活性素养
”

。 聚焦真实情境和

？
崔允澳 ． 如何开展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 ［Ｊ ］ ． 北京教育 ． ２０ １ ９ （０２ ）

？
王爱华 ． 大单元教学 ： 语文素养发展的佳 ［Ｊ ］ ． 语文建设 ． ２０ １ ９ ． ０６

？
陆志平 ． 语文大单元教学的追求 ［ Ｊ ］ ． 语文建设 ． ２０ １９ ． ０６

？
张树苗 ， 曾毅 ， 郭利婷 ． 语文大单元阅读教学的 内涵 、 理念和实施路径 ［ Ｊ ］ ． 教育观察 ． ２０ １ ９ ． ０ ７ （ ０８ ）  ： ２ １

？
情境 任务 活动——指向语文素养的大单元教学探索 ［ Ｊ ］ ． 基础教育课程 ． ２ ０ １ ９ （ ５ ） ：８

－

１ ０

？
崔允漭 ． 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 ［ Ｊ ］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 ０ １ ９

，（ ０４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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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 是大单元教学设计 目 前所有专家的关注重点 。 在策略方面 ， 崔允槨和孟亦萍

均从整体流程上给出合理实施路径 ， 而戴晓娥则是从课堂教学环节着手提出建议 。

３ ．逆向教学设计相关研究

（ １ ） 与传统教学设计的对比

传统教学设计 目前存在两个误区 ， 这两个误区或许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

育过程中都是明显存在的 。 这两个误区可以简单说为 目 前传统教学的两种类型 ，

一

种是 以
“

活动导 向 的教学设计
”

，

一种是
“

灌输式学习
”

。

“

活动导 向 的
”

教学设

计关注 了 学生的手却忽视 了 学生的脑 ， 活动固然有趣但未必能帮助学生获得智力成

长 ；

“

灌输式学 习
”

即教师通过对教材进行逐页讲授 ， 尽最大努力在最少时间 内使

学生掌握尽可能多 的知识的教学方法 ， 并不能帮助学生 内化相关知识并运用于实

践 。 这两种教学方法看起来完全不同 ， 但是设计结果是相 同的 ， 学生可能无法回答

学习 的重点是什么 ？ 我们能够理解什么等问题 。 整个教学设计没有明确的 目 标和明

确的表现性 目 标 ， 学生将无法提供满意的反馈 。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 教师在进行教

学活动之前 ， 总是先考虑要教什么 ， 然后如何教 ， 并且通常不涉及如何在课堂上进

行评估 ， 这是一种
“

顺向教学
”

， 按照这样的顺向教学思路 ， 教师不会考虑教学要

达成的 目 标以及如何确认 目 标的达成程度 。 因此 ， 逆向教学提倡将习惯的做法进行
“

翻转
”

， 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前 ， 先要阐 明预期结果 ， 思考什么可以

用来证明学习 目标的达成 ？ 达到这样的 目 标需要哪些证据 ？ 达成 目 标的表现性行

为是什么样子 的 ？ 因此 ， 逆向教学设计的核心是实现
“

理解
”

， 为理解而教授的

逆向教学设计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是发展学生用表现表达理解能力 的 引 导者 ， 而

不是将理解传达给学生的讲述者 。

？

（ ２ ） 逆向教学设计程序分析

逆向教学设计 （Ｕｄ ） 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 这三个阶段按照逆向思维进行排序 ，

是一个连贯的思考过程 ， 用简单的术语表述于下 图 ：

？
格兰特 ？ 威金斯 ，

杰伊 ？ 麦克泰格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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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确定顸期 目 标，

／
＂

＞ Ｉ

－

１

２ 、 确定 合适的评ｒＡ
估证据 ‘尽

Ｉ Ｊ（ ）

３ 、 设计 字习 体验

｜

和教字 ， ｜

＼ ／

图 １ ． １ 逆向教学设计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确定预期结果 中 ， 教师需要 明确的是在这
一个单元的学习之后 ， 学

生最终能够知道什么 ， 理解什么 ， 可 以做什么 ？ 什么 是期望的持久理解等 ， 为确 定

这些 问题 ， 需要教师首先进行教学 目 标的设置 。 传统的教学中 ， 教学 目 标的设定是

由教材 内 容确定的 ， 教师首先会分析教材的 内 容 ， 目 标成 了 为 内 容服务的工具 ， 最

后的教学仍 旧 是将教材的 内 容倾囊相授 ， 目 标游离于教学中 。 因此 ， 如何慎重选择

教学 目 标并为 目 标服务 ， 就显得尤其重要 。

在第二阶段 ， 教师在确定适当 的评估证据时需要做的
一件事是检查学生是否达

到 了预期的结果 ， 但是您如何知道学生是否达到 了预期 的结果呢 ？ 有哪些证据可 以

表明学生 己经取得 了 预期 的成果呢 ？ 因此 ， 在教学之前 ， 教师应该针对教学 目 标设

计出学生必须能够完成的任务 以及有什么样 的表现和作 品 ， 据此在一系列的教学活

动 中顺势完成对学生的评价 ， 从而达到预期 的教学 目 标 。 威金斯等研究者认为教师

有义务思考结果所暗含的证据 ， 而不是将评估看作是评定成绩的
一

种手段 ， 这就需

要教师在设计评估时需要站在评估员角度进行思考 。

第三阶段是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 ， 在能够清晰表 明 教学的 目 标 以及关于理解的

合适证据后 ， 就需要考虑如何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 了 。 在开展最后一个阶段时 ， 教

师需要思考的是 ： 学生需要知道哪些知识和技能来帮助他们获得预期的结果 ， 为达

成这些 目 标 ， 教师需要选择怎样的材料和资源 ， 设计怎样的教学活动 ， 如何才能够

用 最恰 当 的方式开展教学呢 ？ 这样 的思考方式就充分体现 了 教学是达到 目 的 的
一

种手段 。

（ ３ ） 逆 向教学设计的应用现状

逆向教学设计最早在美 国于 １ ９９２ 年展开研宄 ， １ ９９ ８ 年威斯基主编 《面 向理解

的教学 》 ， 指出面 向理解的 四项基本要素 ， 同年威金斯和杰伊 ？ 麦克 出版 《追求理

解的教学设计 》 第
一

版 ， 主要探讨如何通过设计评价检验学生的理解程度 ， 到 ２００４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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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书通过讨论研宄重新推出第二版 。 此外 ， 哈佛
“

零点计划
”

针对面向理解的教

学研宄了长达数十年 ， 认为学习者必须能够通过心智表征进行操作来达成真正意义

上的理解教学 。 国外学者研宄逆向教学设计的热潮始于 １ ９９８ 年 ， 有 了完备的理论

体系和相关理论著作 。 笔者在 中 国知网上检索
“

逆行教学设计 ，

”

其中 国 内所能

检索 出 的数据共 １ ５４ 篇 ， 高级检索
“

ＵｂＤ 教学设计
”

或
“

ＵｂＤ 理论
”

共检索 出 ２５

篇相关文献 ， 国 内对于逆向教学设计的研宄从 ２０ １ ６ 年开始渐渐增多 ， 由 闫寒冰 、

宋雪莲 、 赖平于翻译出版的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 第二版 ） ， 在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发行第一版 ， 推动 了 国 内对于逆向教学设计研宄的动力 。

４ ．现有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 ， 有关大单元教学设计和逆向教学设计理论两者单方面的研究均还处

于起步阶段 。 国 内外有关单元教学 、 大单元教学的研宄历程 ， 单元教学在教学应用

的领域较为广泛且取得了
一

定的教学效果 ， 但是大单元教学 目 前研宄较少 ， 笔者通

过在中 国知网检索
“

大单元
”

， 共检索出 ４４６ 篇文章 ， 以
“

大单元教学
”

或
“

大单

元设计
”

为检索词 ， 分别检索 出 ８７ 篇和 ４６ 篇 ， 关于语文大单元教学的研究则就更

加稀缺 ， 以
“

语文大单元
”

为检索词 ， 共有 ２ １ 篇文章 。 目 前研究领域关于语文大

单元教学大部分集中在理论研宄层面 ， 有个别研宄者就语文教材某个单元展开大单

元教学设计 ， 多集中在部编版一二年级 以及七八年级学段 ， 设计的理论思路多是按

照
“

分析 、 设计 、 开发 、 实施 、 评价
”

的教学程序展开 。

通过对逆向教学设计进行简要的文献综述后 ， 笔者发现该理论源于国外 ， 在国

外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 包括详尽的案例分析和量表的使用规则 ， 且逆向设

计属于单元设计的一种 ； 但是国 内对于逆向教学设计的研宄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

多数研宄集中于理论阐述 ， 深入的研究并不多 。 笔者通过浏览知网 中与逆向教学设

计相关度较髙的硕士论文 ， 首先发现所涉及的学科大多数以音乐 、 英语 、 体育 、 高

中生物 、 数学学科为主 ， 关于小学语文学科使用逆向教学设计的论文几乎没有 。 其

次通览所有相关论文后 ， 这些科 目 在应用 了逆向教学设计思路进行教学后 ， 不仅教

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目标更加 明确 ， 计划更加有效 ， 学生学习的知识也更加的牢固 、

扎实 。 如果抓住逆向设计的关键思路 ， 找到其有效培养的关键点 ， 将其应用于语文

教学 ，

一定也可 以更有效的增强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

已有研究表明采用逆向设计进行评估教学有助于教学 目 标的落实 ， 但是 目 前并

没有运用逆向设计理论优化大单元教学的相关研宄 ， 因此本研宂试图将逆向教学理

论与大单元教学设计相结合 ， 在研宄国外相关的设计框架的基础上 ， 找到逆向设计

有效培养的关键思路 ， 并使用逆向教学思路对大单元教学设计进行优化 ， 开展基于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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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教学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研宄 ， 并据此尝试进行教案设计 。 在课程设计中 ，

深入挖掘指 向核心素养 、 落实课程标准的教学 目 标 ， 选择指向性明确的评价方式 ，

并结合大单元教学对课程做出大任务驱动下的联动整合设计 ， 力 图使整个单元的学

习都围绕着教学 目 标进行组织 ， 使大单元教学真正做到为学生服务 ， 促进学生素养

能力的发展 。

（五 ） 研究设计

１ ．研究内容

本研宄在逆向设计思路为优化大单元教学提供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 研宄在具体

的大单元教学案例设计 中如何利用逆向设计思路就大单元教学的开发过程进行研

宄 ， 进
一

步探查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策略 ， 为 目 前一线教师开展大单元教学提供

借鉴 。 大单元教学提出 以来 ， 不少专家进行了大单元教学案例设计 ， 但是这一新的

教学方案依然遵从传统教学中 的顺向设计思路 ， 且过于注重教学过程的设计反而忽

略了 教学 目标与评价 ， 难免会存在教学低效性的 问题 ， 这便是本研宄探査改进的重

点 ， 试图利用逆向教学设计理论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 提高指向核心素养的大

单元教学的有效性 。

２ ．研究思路

本研究基于全面推进落实核心素养的现实要求 ， 从改革教学方式层面阐释当前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优化设计问题 。 在通过分析研宄三个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

案例 ， 总结 目 前存在的 问题中 ， 进而提出教学设计优化的方向——逆向教学设计理

论 ， 综合分析利用逆向教学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 提出利用

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 ， 改变教学低效 问题 ， 并利用所提出 的策略尝试

设计基于逆向思维的大单元教学个案 ， 详细展示逆向思维下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思考

和教学设计步骤 。

３ ？研究方法

（ １ ） 文献研宄法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法 ， 对相关 己有研宄进行整理 、 分析 ， 梳理国 内 外当前在大

单元教学和逆向教学设计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 在借鉴前人研宄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总结 出 当前研宄的优势与不足之处 ， 结合当前我国小学语文的学情探讨 出优化设计

方案 。 本文涉及的大单元教学和逆向教学设计的相关文献 ， 大部分来源于中 国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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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来源于万方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

（ ２ ） 案例分析法

本文中 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以及逆向教学设计案例来 自 于 《新课程

资源系列 》
一

书和中 国知网数据库 、 维普数据库 ， 通过对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和逆

向教学设计案例进行分析 ， 总结当前案例存在的不足 以及其独特的优势 ， 利用逆向

设计探查解决大单元教学的对策 。 最后基于逆 向教学理论设计大单元教学设计案

例 ， 便是笔者根据对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的研宄与分析 ， 结合逆向教学设计思路 ，

整合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 ， 自 己开发并进行优化教学设计 。

（ ３ ） 理论研宄法

本研宄广泛吸收了教育学 、 教育心理学 、 学科教学 、 课程与教学论等学科领域

的专业知识 ， 并与 自我的研宄进行结合 ， 使本研宄更具科学性 、 规范性 、 专业性 。

４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目 前在大单元教学和逆向设计思路的研宄上我国仍处于研宄的初步阶段 ， 相关

论文少之又少 ， 尽管有研究提过在大单元教学的教学评价环节建议采用逆向设计思

路 ， 但并没有将大单元教学与完整的逆向教学设计进行合并研宄的先例 。 本论文在

透彻研究大单元教学模式和逆向设计思路的基础之上 ， 创新性地结合逆向设计探査

和改进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关键策略 ， 既能够有效地发挥大单元教学的优势 ， 又能够

转变一线教师传统教学思维 ， 从教学结果 出发进行教学设计 ， 优化教学评价 ， 解决

目前大单元教学存在的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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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理论探讨

大单元教学是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教学设计方法 ， 围绕大单元教学进行系

统的理论建构是本研宄的基础 。

（
一

） 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理论是研宄大单元教学的基石 ， 为构建科学的大单元教学提供了视角 。

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 格式塔心理学和具身认

知理论 。

１ ．布＊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布鲁纳 ，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 ， 当代认知心理学先驱 。 布鲁纳在二十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在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形成 了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 关于这一教育思想

布鲁纳又从发生认识论 、 知识结构论 、 发现学习论和 内部动机论四个方面进行 了阐

述 。 其中知识结构论是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 。

（ １ ） 知识结构论

１ ９６０ 年 ， Ｂｒｕｎｅｒ 在 《教育过程 》
一

书中提出
“

无论我们教什么学科 ， 学生都必

须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结构
”？

。 只有掌握 了基本结构 ， 我们才能帮助学生迁移知识

并解决课堂外遇到的问题 。 布鲁纳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指出 ， 教育过程的核心应该是
一般概念的迁移和应用 ， 而一般概念的获得取决于对学科基本结构的掌握 ， 并建议

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应与学科里的基本概念紧密结合 。 Ｂ ｒｕｎｅｒ 认为掌握该学科的基

本结构 ， 首先需要掌握一般的概念和原理 ， 概念和原则是学科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

其次 ， 要掌握学科知识的 内在联系 ， 学习 结构就是学习事物之间的关联性 ； 最后 ，

学习基本结构还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

“

要掌握某个领域的基

本概念 ， 就必须培养对调查和研宄 、 推测和预感 、 独立解决问题的态度 。

”？

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有重要的教育教学价值 ， 主要表现在 ：

一

， 掌握学科的基

本结构 ， 有利于整体把握学科的 内 容 ， 进而促进对于知识的理解 ；
二 ， 掌握学科的

基本结构有利于识记 ， 有利于在我们需要时在记忆中提取 出能够将一件件事情重新

架构 出来的思路 ； 三、 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有利知识的迁移 ， 有助于学生在 以后可

能遇见的类似的事件里将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大量普遍的迁移 ； 四 ， 能够缩小初高

？
［
美

］
布鲁纳著 ， 邵瑞珍译 ． 《教育过程 》

［
Ｍ

］
． 北京 ： 文化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８２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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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知识之间的差距 。

（ ２ ） 布鲁纳结构主义对大单元教学的启示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对于当前实施大单元教学上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 大单元教学

的实施在于将
一整个单元 以大任务驱动的方式联系 目 标 、 内 容 、 实施和评价 ， 这样

做的 目 的就在于使学生掌握本单元的基本结构 ， 并且掌握了本单元中逐篇课文 、 口

语交际 、 综合性活动等之间 的 内在联系 ， 有利于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关于某个基本概

念的一个完整的结构框架 ， 这就是结构主义在大单元教学中最大的理论依据 。 其次 ，

大单元教学倡导在潜移默化中教给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 ， 这也正是结构主义所强调

的 。 学习 不能将知识支离 ， 而要从整体上把握知识的结构及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 ，

目 前的教科书教学中 ， 许多教师一篇篇的讲解课文 ， 这样原本相互关联的知识便以

碎片化的记忆方式存留在学生的头脑中 ， 导致识记困难提取困难 。

２ ．格絲心理学

（ １ ） 格式塔心理学概述

格式塔心理学 ， 也称为完形心理学 ， 起源于德国 ， 由 Ｗｅｒｔｈｅ ｉｍｅｒ 创立 。 后来在

美国得到丰富和发展 。

￥
格式塔心理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完整性 ， 格式塔心理

学提倡研宄人们的直接体验和行为 ， 强调完整的直接体验和行为 。 看来
“

知觉可 以

感知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 经验中现象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互相关联的 ， 并且每个部分

与其他部分都有关系 ， 因此整体并不被局部元素所决定 ， 但是却决定着局部的过程 。

完整的现象具有其 自 身的完整性 ， 不能被分解为简单的要素 ， 也不包括在要素中
”

？ ？

其次 ， 感觉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各种感官要素的集合 ， 知觉也不是先感知部分进而

感知整体 ， 反而恰恰相反 。 格式塔心理学关于学习 的另一个理论是顿悟 ， 所谓学习

的过程就是知觉重新组织构成完形的心理过程 ， 是
一

个领悟理解的过程 ， 而顿悟是

指
“

完形
”

的突然出现 ，

一般学习 的产生是在主动积极加上情境进行组织的过程中 ，

如果知觉无法感知情境之间的 内部关联 ， 学习 则无法产生 ， 如果学习者能够对情境

和问题之间的关联进行察觉 ， 并且 了解 、 领悟了情境 ， 知觉进行 了重组 （也就是顿

悟 ） ，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生了学习 。 因此 ， 使学生在顿悟之前能够看清楚一个

整体之下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使得顿悟产生的重要 内容 。

（ ２ ） 格式塔心理学对大单元教学的启示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强调 了 整体的概念对于各部分要素的把握的

优势 ， 教师需要将教学 内 容 以整体的形式出现在学生面前 ， 使学生形成对于 内 容的

？
库 尔特 ？ 考夫卡 ． 黎炜译 ． 《格式塔心理学原理 （ 上 ） 》 ［Ｍ ］ ． 杭州 ： 浙江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７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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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概念 ， 若是单篇教学则很难形成整体的意识 。 在进行大单元教学时 ， 呈现本

单元完整的教学框架 ， 同学们在头脑中先把握住整体的概念之后 ， 教师循序渐进展

开各部分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联 ， 最后学完一个单元后 ， 重温本单元的整体结构

框架 ， 这样整体与部分就可以完整地在学生头脑中形成知觉概念 。 格式塔心理学理

论中 的整体性原则有助于大单元教学的有效实施 。

３ ．具身认知理论

（ １ ） 具身认知理论概述

具身认知 （ Ｅｍｂｉｄ ｉｅｄ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 理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兴起的一种认知理

论 ， 强调认知对于身体的依赖 ， 即人的认知形成是 由身体的体验和行动方式构成的 ，

打破 了 身心二元论下的离身心智论 。 通过研宄者们关于关于具身认知理论的探讨 ，

总结 出认知过程所具有的涉身性 、 体验性与情境性的特点 ， 具身认知让我们重新看

到 了认知 、 身体与环境的关系 ， 首先认知是具身的 ， 认知形成由身体本身的体验和

行动方式构成 ； 其次 ， 认知的过程建立在神经系统上 ， 存在于大脑 ， 而大脑依赖于

身体 ， 身体处于
一

定的环境之中 ， 认知 、 身体 、 环境一体 ； 第三 ， 认知具有情境性 ，

因为认知是基于个体与情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的 。 由此可见 ， 具身认知理论多次反

复强调的是身体在认知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 ， 通过利用主题的各种感官体验 ， 促进判

断和认知 的深化 。

？

（ ２ ） 具身认知理论对大单元教学的启示

从具身认知理论的三个特点来看 ， 大单元教学设计正是贯彻运用 了这一理论 。

大单元教学强调一个单元是一个大任务或大项 目 驱动的完整教学事件 ， 通过分析教

材 、 课标设计单元 目 标后 ， 要求创设真实的情境 ， 整合学习 内容 ， 让学生在大情境

下通过
一

个个的活动完成具有 内在联系的各个部分 ， 从而实现素养的发展 。 可见 ，

大单元教学的整个过程都强调 了学生主体的参与 ， 身心一体的参与到教师所创设的

情景和活动中去 ， 符合认知发展的规律 。

（二 ）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特点

１ ．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

在当前应试教育 的大背景下 ， 我国 的课堂教学仍然 以碎片化知识点的讲解为

主 ， 以知识点或者考点作为贯穿课堂的线索 ， 课文被分解 ， 单元被拆解 ， 整本教材

更是被肢解的支离破碎 。 三维 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冲击 了碎片化教学的作风 ， 但是被

？
黄思源． 具身认知理论对课堂教学的启示 ［Ｊ ］ ． 教育评论 ． ２ ０ １ ９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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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目标光环包装后的教学仍然是碎片化教学的恶习 。 大单元教学的提出 ， 推翻 了

课时主义的壁垒 ， 强调在一个完整的任务驱动下联动所有的任务 、 目标 、 内容 、 实

施与评价完成单元的学习 ， 整个单元变成一个思维逻辑紧密的系统 ， 这个系统倡导
“

大观念
” “

大任务
”“

大情境
”

下的教学 ， 彻底改变 了基于碎片化知识点的教学

方法 ， 目 标的设定不再是知识点的掌握 ， 转而为核心素养的落实 ， 单元课程重构为
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系统 ， 进而促进落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 创造优质教学 。 这就要求

教师需要提高教学设计的站位 ， 打破关注单一知识点的思维定式 ， 从而使得
“

逐一
”

知识点的
“

了解
” “

识记
”

等现状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

２ ．从去情景化走向真实情境

核心素养的落实无法从流于文字表面的知识学习 上得到真正的贯彻 ， 就像学习

不仅是个体积极进行意义建构的心理过程 ， 而是个体真实参与实践获得行为保持的
一个过程 。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 的知识之所 以无法有效的迁移到生活中去 ， 是因为学

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 只有心理的参与 ， 真实的情景被简化 、 抽离 ， 经验与认知分离 ，

无法与真实生活中 的情景 问题进行链接 。 大单元教学倡导学生在真实地情境下去认

识问题 、 解决问题 ， 整个教学过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 、 与 自 己的经验世界密切关联

的大任务展开 ， 为处置于其中 的学 习者提供 了进行表达 、 思考 、 实践的背景条件 ，

既激发 了 学生学习探宄的兴趣 ， 又能够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语言经验 。 这样的大

单元教学贴近学生真实地生活 ， 学生在用 中学 ， 学以致用 。

３ ．任务驱动的教学棋式

传统的活动教学中 ， 课堂上教师安排的任务活动是 由
一

个个碎片化的小任务串

联而成 ， 学生在通过一个个任务的完成之后获得相关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 这样的碎

片化任务只作用于对应拆分下的知识点的学习 ， 相对于整个单元的 内容 、 结构的掌

握来说其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 大单元教学模式下的任务是引领整个单元的大任务 ，

以学生实际生活情境中 的 问题解决为主 ， 串联起整个单元下的不同课型 ， 帮助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语文学习 ， 包括整合新旧知识 ， 尝试进行一系列的推

论与猜想 ， 发展多种认知策略 。 学生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体验的就是一个完整

的学习过程 。 这样在完成真实任务的过程中 ， 学生不断地积累和丰富 自 己的语言经

验 ， 进行语文实践 ， 能够有效地将 自 己的所学与实际生活进行关联 ， 形成对于世界

的完整的认知结构 ， 不仅提高 了知识迁移的水平 ， 还加强 了他们 内在的语文素养 ，

锻炼了
一

定的语文能力 ， 这便是大单元教学倡导大任务驱动模式的主要价值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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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单元教学实施路径

大单元教学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微课程 、 教学事件 ， 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 ， 需要

说 明 白六个 问题 ．

？ 确定单元名称与课时 ； 制定单元 目标 ；设计教学过程 ；制定教学反

思 ； 作业与检测 ； 学后反思 。 这六大问题的解决构成 了大单元教学的整个流程 。 但

在不同的科 目 中其流程与细节会根据具体情况作 出适当的调整 ， 现就小学语文学科

关于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主要四个路径进行阐述 。

１ ．单元目标的提炼

开展大单元教学 ， 必须要对教材内 容的组织和呈现的方式进行整体的思考 ， 在

充分研读课本资源的基础上 ， 以教材原有的单元为基础 ， 厘清单元的 目标 。 目标的

设定时需要回答的 问题包括该单元要解决什么 问题 ， 学生在单元学习后会学习到什

么 。 目 标的来源一方面是落实课程标准与核心素养的要求 ，

一方面是对于单元的地

位与特征进行分析 ， 还有需要根据学生的学情制定适合的单元 目标 ， 从而使 目标的

制定更加明确 。

２ ？情景与任务设计

大单元教学设计区别于其他整体教学的最大亮点在于创设基于单元的大情境 ，

学生可 以在情景中完成真实任务 、 解决真实 问题 。 教师在研读相关单元 内容之后 ，

能根据课程标准和核心素养的要求 ， 为单元学习创设能够勾连学生生活 、 学生熟悉

的大情境 ， 既能够贴近学生的 己有经验又能够为单元的学习提供 良好的背景和环

境 。 在这一情景下 ， 设置相应的任务 ， 学生置身于真实情境下 ， 完成任务 、 参与活

动 ， 最近兴起于美国的
“

基于项 目 的学习
”

其关键也在这里 。 传统的语文教学局限

于文本之中 ， 学生脱离生活 、 脱离现实 ， 失去真实性的语文课堂在一次次穿梭于文

本的消磨之中淡化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因此 ， 大单元教学主张为学生提供真实可感

的教学情境 ， 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找回真实的生活 ， 解决真实地问题 ， 对接语文学习 。

３ ．活动体验的设计

强调真实的任务和情境的 同时 ， 活动依 旧是不可或缺的 。 活动教学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兴起 ， 并且 目 前在我国教学实践中 已经深入人心 ， 随着活动越来越多的

开展 ， 我们不禁开始注意到活动的质量 ， 活动是否是越多越好 ， 活动的开展是否一

定意味着学习 效果的提升 。 当我们开始为活动本身的设计开始做衡量时 ， 就意味着

活动教学 目 前的发展发现也许需要做一定的更改 。 崔允槨教授指出活动教学新的发

展方向是 ：

“

强调真实情境下解决真实 问题的活动 ， 强调完成真实的任务 ， 凸显做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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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类活动
”？

。 而大单元教学下活动的设计便是围绕真实生活情境展开的 ， 整合语

文学习 的要素 ， 引领促进学生的 自 主探究学习 ， 既调动学生 已有的学习经验参与到

正在进行的学习 内容中 ， 又积极将当下的学习 内容与 已有的经验建立联系 ， 构建属

于 自 己的认知结构 。 这样的学习过程中 ， 学生的角色 由课堂知识的学习者变为社会

实践的参与者 ， 交互式 、 具身式的学习是全面的 、 联系的 、 整合认知与实践的 ， 从

而促进学生社会性和人格的健全发展 。

４ ．教学评价的设计

将评价贯彻教学的始终是大单元教学的重要特点 。 关于教学评价 ， 我国 中小学

教师再为熟悉不过 ， 但是对于如何设计评价 、 如何进行评价 、 如何落实评价 ， 确实

是教学设计的一大难点 。 为了不让教学偏离轨道 ， 评价必须紧密链接 目 标 ， 用 以检

测学习 目 标的达成情况 。 评价应置于 目标与学习过程之间 ， 上接 目 标意味着评价的

设计要时刻匹配 目标 ， 下接教学体验则表明任务活动的设计要能够突 出 目 标的落实

情况 。 但在实际大单元教学案例的设计中 ， 很少有突 出评价置于 目 标与教学过程之

间的作用 的例子 ， 更多强调的是评价在真实情境中 的作用 ， 基于真实情境 ， 伴随着

大单元学习 的任务和活动展开 ， 帮助学生反思 自 己的学习情况 、 改进学习策略 ， 帮

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等 ， 这里指的是过程性评价 。 在评价中 ， 过程性评价与形

成性评价构成一个单元中相对完整的评价 内容 。 形成性评价包括单元测试 、 单元小

结等 ， 依据单元的学习 目标 ， 结合情境 、 内容 ， 创设整合性的评价任务 ， 打破以往

单纯按照知识点制定测试卷进行评价的局限 ， 对于学生思维的创新 、 想象的培养 、

学习 能力的提升等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 ， 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落实与全面发展 。

？
崔 允澳 ． 如何开展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 ［ Ｊ ］ ． 北京教育 ． ２ ０ １ ９ （０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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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的实践与问题

通过上一章对大单元教学概念 、 特点 以及实施路径的阐释 ， 相信对于大单元有

了初步的 了解 ， 那部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地方 ？

在具体教案 中如何设计一个单元的学习 ？ 目 前研宄过程中大单元教学又存在哪些

问题呢 ？ 本章将对这三个 问题进行研宄 。

（
一

） 部编版小学语文实施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１ ．培养核心索养的现实诉求

伴随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再次出发 ， 义务教育阶段以
“

核心素养
”

为取向开

展教育改革成为毋庸置疑的发展重点 。

？ 我国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核心素养作为新型

课程发展的 ＤＮＡ 的重要作用 ， 全球教育改革的推动亦离不开核心素养的培育 。 核

心素养为我们塑造 了新时代下新人才的形象 ， 同时也为学校教育提供 了培育 的 目

标 ， 旨在培养重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 思维和关键品质 。 指向培养核心素养的

改革落实到课程教学中 ， 意味着课程教学需要有新的变化 。

核心素养落实到不同 的学科中体现为学科核心素养 ， 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 学

科核心素养逼迫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 教学设计要从知识点或者课时的设计转变成一

个大单元的设计 。

？
大单元教学是适应新课程改革 旨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

作为新的课程教学面貌出现的 ， 在教材上 ， 有助于教师站在更髙的教学设计站位上

统整分析教材 ， 把握教材与单元的关系 、 单元与课文的结合 ； 在 内容上 ， 教师将会

整合学习 内容 ， 不再进行单一知识点的讲授 ， 着眼于完整的任务的完成 。 因此 ， 开

展大单元教学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培养核心素养的现实诉求 。

２ ．适应部编版教材的鼉佳方案

２０ １ ２ 年 ３ 月我国启动 了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编写 ， ２０ １ ９ 年底整套小学语文教材

已经全部编写完成并投入使用 。 部编版语文教材在特点上主要有
“

整体规划 、 有机

渗透
”

、

“

接地气 ， 满足一线教师的需要
”

、

“

科学性
”

和
“

时代性
”

等特点 ， 同

时也体现了部编版教材的全新面貌 ， 改变 了 以往教材设计上存在的单篇独立性 、 滞

后性等 问题 。 具体来看 ， 部编版语文教材编排按照
“

双线组织单元结构
”

的原则 ，

？ 姚虎雄 ． 回到常识 ：再谈
“

核心素养
”

 ［
Ｊ
］

．人 民教育 ，
２０ １ ４

， （
１ ４

）
．

？
崔允澳 ．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

丨
：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０ １ ９
， （
０４

）
：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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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是指
“

内容主题
”

和
“

语文素养
”

：

“

内容主题
”

下的的课文 ， 在主题上相关 ，

但又不会像 以往
一样给出确定的主题 ；

“

语文素养
”

是指构成语文素养的各种基本

因素 ， 部编版语文教材便是在这两条线路下进行单元的编排 。

？面对这样全新的教

材 ， 如何把握教材的特点利用教材的优势开展实施教学呢 ？

部编版教材在综合性 、 整体性和创新性上做出 的一系列改变强烈呼吁新的教学

设计的 出现 。 大单元教学在力 图改变传统单篇授课和 以知识点为讲授重点的教学常

态的基础上 ， 主张以素养为本 、 设计完整的语文教学方案的设计新理念 ，

一方面倡

导整合 目 标 、 情境 、 任务的单元统整 ， 满足部编版教材
“

双线组织单元结构
”

的编

排 ，

一方面倡导真实情境与任务的设计 ，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下进行学习 ， 对接

语文学习和学生真实可感的生活经验 ， 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与素养 ， 符合部编版教

材的编写理念 。 这样看来 ， 不管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 ， 大单元教学都是适应部编版

教材的最佳教学方案 。

３ ．整合学习内容的必然要求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 ， 单篇授课的教学方法一直备受一线教师的青睐 ， 每一篇课

文教师会进行单独备课 ， 重难点做到详细讲解 ， 整个教学流程从字词到段落大意再

到主题思想 ， 平均用力的教学使得每一篇课文都塞满了 知识点 ， 但不同课文之间却

没有形成关联 ， 独立的文章 内容一个个从教材中分离 出来 ， 知识点也被分散在每篇

课文之中 ， 这样的教学我们称之为
“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的教学法则 ， 学生只能看

到局部的知识 ， 却看不到整体的知识结构 。 大单元教学所倡导的教学理念摒弃了传

统单篇授课的方法 ， 立足于学科核心素养 ， 整合教学内容 ， 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单元

学习方案 ， 采取
“

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

的法则 以此培养学生完整的素养与能力 。 在

新课程改革下 ， 部编版小学语文实施大单元教学是整合学习 内容培养完整的人的必

然要求 。

（二 ）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

在本篇的论述中 ， 笔者将列举三则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或片段 ， 研宄大单元教

学在小学语文单元教学中的基本思路和环节 ， 并且对其思路和环节进行分析 ， 试图

通过案例看到大单元教学背后的传统顺 向教学思维是否在影响着我们 当前的教学

效度 。

？
温懦敏 ．

“

部编版
”

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 、 特色与使用建议
［
Ｊ
］

． 课程 ．教材 ．教法 ２０ １ ６
，
３６（ １ １

） ，
３ －

１ １

２４



壯 学位论 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１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研究现状

崔允槨教授在 ２０ １ ８ 年 １ ０ 月 ２７－２９ 日 中 国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研宄中心
“

首

届全国课堂教学研讨会
”

上进行 了
“

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计
”

主题报

告 ， 这一主题报告提出 了大单元教学这一新设计思路 ， 之后又在核心期刊 《上海教

育科研 》 ２０ １ ９ 年第四期发表文章 ， 再谈 《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设计 》 ， 具体阐

述了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必要性以及实施路径 。 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的提出至今历时

不到一年 ， 笔者搜查到的相关资料有限 ， 所搜集到的有关按照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进行新教学改革的探索局限于中 国知网 以及 由陆志平 、 戴晓娥主编的 《新课程资源

系列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学与教指南 》 ， 其中 中 国知网 中 的大单元教学相关

论文的教学案例均来 自 该书 。

《新课程资源系列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学与教指南 》 由课标组专家及一

线骨干教师团队编写 ， 由陆志平 、 戴晓娥主编 ， 主任为崔允瀞 、 陆志平 ， 副主任杨

向东等 ， 该书按照主题单元编排学习 内容 ， 是落实核心素养 ， 开展大单元教学设计

的样本 。 本书是为教育部组织编写 的统编版教材配套使用的
“

义务教育新课程资源

系列
”

， 每一册均分为教学指南和学习指南 ， 教学指南是教师的教学方案 ， 学习指

南是学生的学习方案 。 目 前上市的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资源系列语文学与教指南仅

有一年级上册和七年级上册 ， 其他年级正在陆续出版中 。 因此 ， 本文所选取的第一

则案例来 自 于 《新课程资源系列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学与教指南 》 语文教学

指南一年级上册 。 案例二 、 三是 目 前发表于中 国知网数据库中 的核心论文 ， 两篇文

章的作者分别是马建明和王爱华 ， 马建明是 《新课程资源系列统编义务教育

教科书学与教指南 》 的副主编 ， 而王爱华是本书的编写人员 ， 因此可以推论这两篇

文章均是出 自 该系列书籍 。

本书按照主题单元编排学习 内 容 ， 在教材原有的单元安排基础之上 ， 进行适当

的整合 、 拓展 ， 进
一

步提炼 、 发掘单元主题 。 将原有的单元 内容和 口语交际等安排

成 了十个大的主题学 习 单元 ， 单元主题的提炼使得学习 内容更加集中 ， 目标更加明

确 ， 每一个主题单元都设定 了
一个特定的学习情境 ， 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 ， 情境

之下进行任务驱动式教学 ， 完成任务的过程就是学生学习 的过程 。 同时将评价嵌入

其中 ， 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 ， 及时 了解任务学习与单元学习 的情况 ， 采

用新的测评技术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 ， 改进教师和学生的教学与学习 。 本书大单元

设计结构如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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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单元设计结

按照这样的划分结构 ， 本册书共安排 了 １ 个起始单元 、 ２ 个识字单元 、 ２ 个拼

音单元 、 ４ 个课文单元 、 １ 个梳理单元 。 识字单元 、 拼音单元是
一

年级教材所特有

的单元 ， 不便于展开普遍性研宄 ， 因此本研究选取同 中 高年级相类似的单元形式
“

课

文单元
”

作为研究的案例 。

２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本研 究共选取 了三个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 分別为部编版小学

语文
一年级上册第七单元 、 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 四单元和二年级部编版小

学语文二年级下册 。 由于 目 前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资源较少 ， 权威的大单元教学设

计案例主要以小学段
一

二年级和初中段七八年级居多 ， 因此笔者综合所有现存案例

选取一年级上册一则 ，
二年级上下册各一则 。

其中案例
一

以完整详细的案例 的形式展现 ， 选 自 《新课程资源系列 》 语文教学

指南一年级 （上册 ） 。 通过整合一年级上册第七单元 《 明天要远足 》 《大还是小 》

《项链 》 三篇课文 以及 《语文园地七 》 形成全新的
“

《生活万花筒 》 大单元
”

。 能

够帮助我们完整的看到 当前大单元教学的环节与形式 ， 从 目 标到情境再到评价 。

表 ２ ．１—年级上册第七单元
“

生活万花筒
”

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案例一单元主题 ： 生活万花筒课时 ： ９Ｗ

单元 目标 ：

１ ．亲近 多彩的儿童生活场景 ， 学 习从身边熟悉的生活场景开始 ， 留心美好事物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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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随文识字 ， 认识本单元 ３ ８ 个生字和 ５ 个偏旁 ； 会写 １ １ 个生字 ， 积累词语 、

成语 ， 结合生活经验学习词语的搭配 。 正确流利 朗读课文 ， 注意句子语气变化 。

３ ．在童诗 、 散文的阅读中 ， 联系生活经验 ， 调动 自 己的情感 ， 体会 自 己独特的

内心世界 。

４ ．学习利用生活中的资源学习语文 ， 乐于积累 。

５ ．和大人
一起阅读 ， 感受故事的趣味 ， 享受阅读的乐趣 。

学习 内容 ：

１ ．教材 内 容 ：２ ．拓展 内容

（ １ ） 明天要远足 （ １ ） 儿童诗 《奇怪的事 》 《浪花 》 《海上的风 》

（ ２ ） 大还是小 （ ２ ） 儿歌 《小小少年 》

（ ３ ） 项链 （ ３ ） 视频 《美丽的大海 》 《家族歌 》

（ ４ ） 语文园地七 （ ４ ） 歌曲 《赶海的小姑娘 》

（ ５ ） 绘本 《双味情绪 》 《第
一

次照顾小妹妹 》 《小

海螺和大鲸鱼 》 《风到哪里去 了 》

情境与任务 ：

《明天要远足 》 《大还是小 》 《项链 》 三篇课文都饱含童真 、 诗意 。 用
“

生活

万花筒
”

作为大情境 ， 串联单元教学 内 容 ， 同时引入诗歌 、 绘本 、 歌 曲 、 视频

等 ， 引 导学生从生活经验入手 ， 从身边熟悉的生活场景入手 ， 读懂 自 己独特的

内 心世界 ， 探究美好事物 。 围绕真实世界中新奇有趣的事儿 ， 设计
“

认识我 自

己
”“

走进大 自 然
” “

说说我的家
”

三个任务 ， 通过阅读与 口语交际 ， 激活学

生的生活经验 ，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 激起对生活 、 对语文的热爱之情 。

教学活动安排 ：

在三个任务驱动下 ， 分别设置不同的活动 串联整个教学 ， 结合学生的经验沟通

文本与实际生活 ， 在本单元中 ， 从
“

认识我 自 己
”

入手 ， 通过读
一

读 、 聊一聊 、

演
一演 ， 说

一说 自 己的小心思 ， 想想不一样的我 。 在走进大 自 然的任务中 ， 拓

展合适的绘本和视频与课文 《项链 》 对接 ， 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入手 ， 唤醒学生

的 内 心体验 ， 形成
“
一起去看海

” “

大海真神奇
”“

聊聊有意思的 自然现象
”

这样一组趣味的学习活动 。 生活万花筒中 ， 还有很多莫名 的烦恼 ， 搞不清楚辈

分 、 称呼等 ，

“

说说我的家
”

这一任务中 ， 便通过唱
一

唱 《家族歌 》 、 画一画

家族树 、 找一找小秘密等活动 ， 结合每个学生最真实的生活经验 ， 用喜闻乐见

的形式拓宽发现领域 ， 去感知生活的精彩 。

具体活动安排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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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认识我

［
活动一

］读
一读 ， 我的新发现

１ ．读一读 ： 《奇怪的事 》

２ ．找一找 ： 找
一找身边奇怪的事

３ ．仿一仿 ．

？ 试着模仿说一说

例 ： 我奇怪的不得 了 ，


， 怎么会


？

［
活动二

］
聊一聊 ， 我的小心思

１ ．读一读 《 明天要远足 》 多种形式朗读 ； 随文识字 ；

拓展 ： 你看到的海都是什么颜色 ？ 你见过的云都是什么样的 ？

２ ．聊
一

聊 ： 你有过这样的心情吗 ？ 和同桌说一说 。

３ ．填一填 ： 心情记录卡

４ ．推荐绘本阅读 《双味情绪 》 （美 ） 帕特森著 ；
（美 ） 凯恩绘

［活动三 ］
演一演 ， 不一样的我

１ ． 自读 《大还是小 》 ， 探宂质疑 。

２ ．男女生分角色演
一演 。

３ ．读一读儿歌 ， 谈一谈感受 。

４ ．推荐课外阅读 《第一次照顾小妹妹 》

５ ．说一说不一样的我 。

例如 ： 你什么时候觉得 自 己很大 ， 什么时候觉得 自 己很小 ？ 照样子 ， 写一写 。

任务二 走进大 自 然

［
活动

一

］

一起去看海

１ ．视频欣赏 《美丽的大海 》

２ ．学唱歌 曲 《赶海的小姑娘 》

３ ？学习课文 《项链 》

４ ．推荐课外阅读 ：

一本神奇的立体绘本书 《海洋上下 》

［活动二 ］大海真神奇

１ ？拓展阅读 《浪花 》 和 《海上的风 》

２ ．读绘本故事 《小海螺和大鲸鱼 》

［活动三 ］
聊聊有意思的 自然现象

１ ．读绘本 ， 聊身边有趣的 自 然现象

２ ．看图写词语 、 说句子

３ ．亲子共读 《猴子捞月 亮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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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说说我的家

［活动
一

］
唱
一

唱有趣的 《家族歌 》

１ ．介绍 自 己的小家庭

２ ．看视频学儿歌

３ ．玩
“

我来问你来答
”

游戏

［
活动二 ］

画一画其奇妙的家族树

１ ．我画家族树

（ １ ） 填写亲人小卡片

（ ２ ） 介绍家族树的绘制方法

（ ３ ） 理清亲人关系

（ ４ ） 完成家庭树绘制

２ ．我做小管家 。

（ １ ） 我来请亲戚

（ ２ ） 我来排席位

（ ３ ） 我来拍照片

［
活动三

］
找一找汉字的小秘密

１ ．找相 同 。 建立字形与字义之间 的联系

２ ．找同类 。 偏旁与字意之间的关系

３ ．学成语 。

练习测评案例

１ ． 写一写 ， 秀
一

秀 。 （在 田字格中写
一写本单元的生字 ， 拍照上传到平台 ）

２ ． 读一读 ， 说一说
“

同
”

的第二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学
”

的第七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衣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和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３ 选一选 ， 连一连

请把汉字果实与对应的部首萝筐连连线

４ ． 想一想 ， 填
一填

读 了 《项链 》 ， 我知道 了 ： 大海的项链是小娃娃踩在沙滩上的脚印 。 多有趣的

想象啊 ！ 我也来试一试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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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弯弯的 月亮有时候像镰刀 ， 有时候像 ， 有时候像 。

（ ２ ） 蓝天上的 白 云 ，

一

会儿像


，

一会儿像


。

单元测评案例

１ ．生字宝宝我来猜

２ ．字谜故事我来编

小小汉字 ， 奥妙无穷 。 看图联想 ， 让每个汉字都成为一个小故事 、

一首儿歌 ，

或一个谜语 ， 你会发现识字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

３ ．相反词碰碰车

生活中 ， 有很多事物的特征是相反的 ， 选一选 ， 填
一填 。

４ ．词语搭配彩虹桥 ， 看图 ， 搭一搭词组彩虹桥 ， 看谁说的多 。

金色的


蓝色的


雪 白 的


（ ） 的 （ ）

案例二 以部分教案的形式出现 ， 选 自王爱华的 《大单元教学 ： 语文素养发展的

佳境一一以统编本教材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为例 》
￥学术论文 ， 虽然没有完整的流

程 ， 却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当前大单元教学突 出 的设计环节 ， 从情境再到具体的任务

活动 ， 帮助我们进一步 了解当前任务活动的设计技巧 。

表 ２ ． ２ 《美丽中国 》
“

大单元
”

教学片段

案例二单元主題 ： 美丽中 国课时 ： ９ 课时

教学内容安排 ：

本单元内容丰富体裁多样 ， 古诗 、 散文 、 说明文三种体裁均有涉及 ， 选文 内

容涵盖我国各地地理风貌 ， 从荡气回肠的庐山瀑布到雄险奇峻的黄山 ， 从东海

中的宝岛 台湾到新疆吐鲁番 ， 跨越幅员 辽阔的 中华大地 ， 穿越中华古今沧桑 ，

俯瞰祖国 山河的壮美景象 。 通过这样整个单元的教学 ， 学生必将产生热爱祖国

大好河山 ， 亲近家乡 的情感 。

教学活动设计 ：



？
王爱华 ． 《大单元教学 ： 语文素养发展的佳境—— 以统编本教材二年级上册第 四单元为例 》 ［ Ｊ ］ ． 语文建

设 ． ２ ０ １ ９ （０４ ） ： １ ８
－

２ 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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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彔点我知道

任务
一

： 我的旅行路线 一

我 彳门出 发 了

［＿

画下旅行路线

｜ 我在诗词 中看到的风景

Ｉ－

任务二 ：麵走 ，
欣赏啊 ＿

我的黄 山奇石摄影展

Ｊ 画 曰 月 潭游览图

Ｌ逛葡萄沟

［

＇

说说我的发现

．

任务三 ： 请到我的 家乡 来 － 介绍我的家乡

［请你来做客

具体教学活动安排 ：

任务一 ．

？ 我的旅行路线

［
活动一

］
景点我知道

初读整个单元下的 四篇课文 ， 通过观察中 国地图 ， 找出课文中所提及的

景点的地理位置 ， 做到初步了解 ， 同时认读相关省份与景点名称 ， 识记生字词 。

［
活动二

］
我们 出发了

１ ． 识字加油站 ： 了解交通工具

２ ． 多种方式朗读课文 ， 随文识字

［
活动三 ］

画下旅行路线

１ ．在地图上标志地理位置

２ ．动手画旅行路线

任务
一

中 的三个活动围绕真实生活情境展开 ， 从为旅行做准备开始 ， 了解景

点 、 熟悉景点 、 选择交通工具最后画 出旅行路线 ， 三个活动之间组成为一个完

整的真实任务 ， 学生在 自 己的旅行规划中展开学习 。

任务二 ： 慢慢走 ， 欣赏啊

［
活动一 ］我在诗词句中看风景

１ ． 登高犟远

２ ．庐山观瀑

［活动二 ］我的黄 山奇石摄影展

１ ．我欣赏到的奇石

２ ．我收藏的奇石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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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心中 的奇石

［
活动三 ］

日 月 潭游览图

１ ．我画游览图

２ ．当 回小导游 ： 介绍
“

日 月潭
”

［活动四 ］
逛葡萄沟

１ ．品炫彩葡萄

（ １ ） 赏读坡上葡萄

（ ２ ） 趣画五彩葡萄

（ ３ ） 乐写欢乐场景

２ ．揭秘葡萄干

（ １ ） 探秘阴房小孔

（ ２ ） 画画水分蒸发

（ ３ ） 说说理 由

任务三 ： 请到我的家 乡来

［
活动一 ］

说说我的发现

［
活动二 ］介绍我的家乡

［
活动三 ］请你来做客

案例三主要是思路的整理 ， 来 自 中 国知网数据库马建明 的 《指向深度学习 的语

文大单元教学设计一兼谈统编本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实践与思考 》 ， 该案例

梳理了对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整体思路 ， 从情境 、 任务 、 活

动再到评价 ， 完整展现 了设计时的必要思考 ， 与案例一 、 二呈现的教案形式有所不

同 。 对于一个单元拿到手之后如何开展大单元教学设计 ， 如何环环相扣整合整个单

元的 内容 ， 每一个环节设计的理由与思路做了详细介绍 。 这样三个不同的案例 ， 从

大单元整体再到部分再到设计思路都有 了
一个完整的展现 ， 相信通过这些案例能够

帮助我们看到当前大单元教学的整体全貌 ， 对于我们进一步进行案例分析提供帮

助 。

表 ２ ．３ 《找春天》

“

大单元
”

教学思路梳理

案例三单元主題 ： 找春天

情境确定

本单元 由课文 《古诗二首 》 、 《找春天 》 、 《开满鲜花的小路 》 、 《邓小

平爷爷植树 》 ， 以及 口语交际
“

注意说话的语气
”

、 《语文园地一 》 、 《快乐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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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吧 》 组成 ， 虽然题材各不相 同 ， 但单元主题有很大关联性 ， 设计者通过横

向分析整个单元的选材 内 容发现 ， 从选文到 口语交际再到语文园地的识字加油

站 、 日 积月 累统统与春天这
一情景相关 ， 因此将本单元的大情境确定为

“

找春

天
”

， 并 以
“

找春天
”

为真实情境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 。

？

任务制定

为 了统整整个单元的 内容 ， 设计者全面分析教材 、 挖掘教材 ， 以
“

找春天
”

为大情境将本单元的教材内容进行整合 ， 设计了 四个与学生生活吻合的真实任

务群 。

活动
一

： 诵读春风杨柳

＃本工活动二 ： 找哇找唾找春天
找香大 １

活动三 ： 种下来年的春天

活动四 ： 说出春天的语气
＾■

四个任务分别从带着孩子们感受春天 、 寻找春天 、 播种春天和表达春天四

个角度切入串联整个单元 ， 四个任务之间相互关联 ， 任务难度逐步递增 。 任务
一学习 《古诗两首 》 ， 任务二阅读 《找春天 》 和 《笋芽儿 》 两篇课文 ， 以及

“

识

字加油站
”

、

“

字词句运用
”

， 任务三组织学生学习 《开满鲜花的小路 》 和 《邓

小平爷爷植树 》 ， 并且学习 《赋得古原草送别 》 古诗 ， 任务四进行 口语交际 。

在读读 、 写写 、 看看 、 说说等实践活动中 ， 落实识字写字 ， 感悟春天的生动 、

形象与魅力 。

具体活动安排

活动的安排能够帮助学生在 自主建构 中提升个人的语文素养 ， 通过亲身参

与活动体验 ， 调动 自 己的经验参与到活动中 ， 并将己有的经验与新知识 内 容相

联系 ， 形成 自 己的认知结构 ， 因此在每个任务下给学生设计实践活动 ， 每一个

板块的设计都是遵循学生 自主学习 、 组 内交流 、 班级展示这样一个流程 ， 让学

生尽可能多参与 、 实践 。 对于具体的活动安排 ， 案例 中并未细说 ， 但是整个流

程按照情境 －任务 －活动的安排下来是 比较清晰的 。

评估教学


？
马建明 ． 《指 向深度学 习 的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一兼谈统编本教材二年级下册第

一

单元的实践与思考 》 ［ Ｊ ］ ．

语文建设 ． ２ ０ １ ９ （ ０５ ）  ： ７０
－

７ １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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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例与前两个案例的最大不同在于评估教学的设计 ， 评估的设计会根据

测评 目 标来安排 ， 将所要学习 的语文要素溶于其中 。 设计者认为 ：

“

学生的语

文素养是在语言的实践活动中构建起来的 ， 并且需要通过
一

定的语言运用情境

展现语言运用 品质 ， 因此 ， 评价就必须在真实的情境下考査学生的能力与素

养
”

。

？
下图是本单元设计的测评 内容与 目标 。

评内ｉ
 ｜ 测评 ｇ 标

借助公园游览图进行识宇写宇 ， 产生在生
杯

活中识宇的愿望


能根据创设的语境 ， 仿照例 句说说 自 己在

找春天写句子 春天里的发现和感受 ， 能够运用积累 的词



语写句子


“

春的旋律
”

正确 、流利地诵读诗歌 ，注意语气和重音
朗诵会


細雜觸ｎ钟认紙触便用＃

｜
口语交际

｜

令的訊

同时 ， 在进行测评前 ， 设计者还专门为学生创设 了
一

个
“

找春天
”

的大情

境 ， 通过一段温柔有亲和力且别开生面的导语 ， 带领学生进入春天 ， 进入春天

的公园 ， 去寻找春天的气息 ， 进而进行如图所示的测评 内容 。 目标与 内容一一

对应 ， 既能够完整测评学生的能力 ， 还能够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 、 加强言语

表达训练 。

接下来 ， 笔者将针对这三则案例从教学 目 标 、 教学过程 、 教学评价 、 教学思路

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

３ ．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分析

（ １ ） 大单元教学目标分析

教学 目 标作为单元学习 的出发点和归宿 ， 承担 了 整个单元教学导 向的重要作

用 。 在所选取的大单元教学案例 中 ， 对于单元 目标做了详尽呈现的是案例一 《生活

万花筒 》 单元 。 在这里我们把前面案例 中的 目 标再单独呈现出来 ， 以便于更方便进

行解读 。

？
马建 明 ． 《指 向深度学 习 的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一兼谈统编本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实践与思考 》 ｍ ．语

文建设 ． ２０ １ ９
（
０５

）
：７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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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４
“

生活万花筒
”

单元 目标设计
“

生活万花筒
”

单元 目标设计

１ ． 亲近多彩的儿童生活场景 ， 学习从身边熟悉的生活场景开始 ， 留心美好事

物 。

２ ． 随文识字 ， 认识本单元 ３８ 个生字和 ５ 个偏旁 ； 会写 １ １ 个生字 ， 积累词语 、

成语 ， 结合生活经验学习词语的搭配 。 正确流利 朗读课文 ， 注意句子语气变

化 。

３ ． 在童诗 、 散文的阅读中 ， 联系生活经验 ， 调动 自 己的情感 ， 体会 自 己独特

的 内 心世界 。

４ ． 学习利用生活中 的资源学习 语文 ， 乐于积累 。

５ ． 和大人一起阅读 ， 感受故事的趣味 ， 享受阅读的乐趣 。

首先 ， 我们可 以看到 《生活万花筒 》 的单元 目 标共设置了五个 ， 目 标 １ 点明 了

本单元主题
“

生活
”

， 亲近生活从生活出发 ； 紧接着 引 出第二个 目 标 ， 知识性 目 标 ，

包括识字 、 积累 、 朗读课文 ， 从生活中学习词语搭配 ； 目标 ３ 为情感 目 标 ， 主要为

感悟 自 己的 内心 ， 感受 自 己 ； 目标 ４ 、 ５ 强调在生活中感受阅读的乐趣 ， 从童诗 、

散文中感悟生活到在生活中学习 ， 和大人一起阅读 ， 属于过程方法 目标 。 总的来说

该单元强调 的便是加强生活与文本的联系 ， 从五个方面围绕生活与阅读展开 。 这样

单元 目标的设置能够点明本单元主要大任务 ， 学会从生活中进行学习 。 但如果仔细

深入来看 ， 我们并不能从 目 标中看到学生除 了 掌握字词外的其他具体获得 ， 能够掌

握怎么样的技能与技巧 ， 能够解决怎么样的 问题 ， 关于加强生活与文本的联系学生

到底可以掌握到怎样的程度等 。 这样看来在量化 目标的实际作用 时这样的设置似乎

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 在 内容选择上 ， 除 了教材的三篇课文 以及语文园地外 ， 还另外

设置了扩展 内容儿童诗 、 歌曲 、 视频和绘本 ， 通过贴近儿童生活的直观性的视频绘

本刺激学生的生活经验 ， 加强文本与生活的联系 ， 至于这些 内容具体在强化 目 标的

作用上可 以帮助学生产生哪些表现性的行为在 目标与 内容的设置上并没有点明 。

案例三中 ， 作者 以部编本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
一单元为研宄对象展开大单元

教学设计 ， 论文从情境设计、 任务设计、 活动设计和评价设计四个方面架构 了整个

大单元设计思路 ， 全文中没有提及单元 目 标的设计 ， 更没有 目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的作用 ， 单单基于本单元的大情境
“

找春天
”

讨论了一个完整的大单元设计方案 。

由此可见 ， 目 标在整个大单元教学中微乎其微的作用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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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教学过程分析

大单元教学设计尤为重视整合情境任务活动的教学安排 ， 在三个案例中我们都

可 以清晰地看到单元框架 ， 直观明 了 ， 宏观概括了整个单元的知识图谱 。

ｒ ｆ
活动

一

： 读
一读

，
我的新发现

任务一 ： 认识我 自 己 一

活动二 ： 聊
一

聊 ， 我的小心思

舌动三 ： 演一演
，
不
一样的我

＾ 活动
一

：

一

起去看海

ｇ
一 任务二 ： 走进大 自

活动二 ： 大海真神奇

１３ １ 活动三 ： 聊聊有意思的 自 然现象

活动一 ： 唱
一唱有趣的 《家族歌 》

任务三 ： 说说我的家 一 活动二 ： 画一画奇妙的家族树

舌动三 ： 找
一找汉字的小秘密

图 ２ ．２
—年级上册第七单元任务框架

ｒ 厂
录点我知道

任务
―

： 我的旅行路线 —

我 彳门出 发了

画下旅行路线

｜ 我在诗词 中看到的风景

ｆ—

任务二 ： 慢慢走 ， 欣赏啊 －

我的黄 山 奇石摄腿

｜ 画 日 月 渾游览图

ＪＳ葡萄沟

［

＂

说说我的发现

任务三 ： 请到我的家乡 来 一

介绍我的家乡

｜
＿

请你来做客

图 ２ ．３ 二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任务框架

根据案例一 、 二的任务框架 ， 我们可 以看到大单元教学设计在任务框架上构思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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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 ， 任务多样有趣 ， 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 学生在这样的安排下 自然会比 以往枯

燥的逐篇课文学习来的更欢脱 自如 。 任务框架一般 由一个大的生活情境导 引 ， 或是

以大生活情境为中心 ， 如
“

生活万花筒
”

， 或是 以大任务大项 目 为中心 ， 如
“

我的

旅行手帐
”

。 下分三个具体任务 ， 每一个任务都安排 了三到 四个具体活动 ，

一般情

况下每一个活动为一个课时 ， 所有活动任务完成之后一个单元随之结束 ， 这是大单

元教学根据学 习 内容安排课时的一大转变 ， 以任务的完成作为一段学 习过程的结

束 。 且三个任务之间如果仔细分析 ， 任务与任务之间 ， 活动与活动之间存在 明显的

逻辑关联 ， 任务难度逐渐上升 ， 如
“

我的旅行手帐
”

中 ， 从一开始了解景点 、 规划

旅行路线 ， 到在旅行中观赏到的山水风景的描摹 ， 最后说说 自 己的发现 ， 介绍 自 己

的家乡 ， 层层推进 ， 任务类型 由简到繁 ， 难度 由低到高 ， 且符合生活常理 ， 贴近学

生的生活实际 。 这样
一个任务单的设计 ， 巧妙地将一个单元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学

习 内容 ， 学生只要根据情境活动的安排 ， 自然而然便掌握了 围绕一个内容的完整知

识框架 ， 但这样的设计不仅需要教师对课文 内容 、 单元 内容的熟练掌握深入浅出 ，

还需要对于学生的学情 、 课标的深度研析 ， 对任务活动安排的准确适度 。

⑴ 教学评价分析

大单元教学设计下 的教学评价沿袭了 以往的评价方式 ， 并没有在评价上有突破

性的改变 。 教学评价以过程性评价 、 总结性评价居多 ， 在案例中我们可 以看到 ， 案

例一采取 了单元形成性评价的方式 ， 以练习测评和单元测评为主 ； 在案例三中 ， 案

例 以单元测评的方式出现 ， 但是在测评内容上 ， 则注重考查能力与素养 。

表 ２ ．５
—年级上册第七单元测评案例

练习测评案例 ：

１ ． 写
一写 ， 秀

一

秀 。 （在 田字格中写
一

写本单元的生字 ， 拍照上传到平 台 ）

２ ． 读一读 ， 说一说
“

同
”

的第二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学
”

的第七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衣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和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３ 选一选 ， 连一连

请把汉字果实与对应的部首箩筐连连线

４ ． 想一想 ， 填一填

读了 《项链 》 ， 我知道了 ： 大海的项链是小娃娃踩在沙滩上的脚印 。 多有趣

的想象啊 ！ 我也来试
一试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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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弯弯的 月 亮有时候像镰刀 ， 有时候像 ， 有时候像。

^

（ ２ ） 蓝天上的 白云 ，

一会儿像


，

一会儿像


。

单元测评案例

１ ． 生字宝宝我来猜

２ ． 字谜故事我来编

小小汉字 ， 奥妙无穷 。 看图联想 ， 让每个汉字都成为一个小故事 、

一

首儿歌 ，

或一个谜语 ， 你会发现识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 。 让我们来试
一试吧 ！

３ ． 相反词碰碰车

生活中 ， 有很多事物的特征是相反的 ， 选一选 ， 填一填 。

４ ． 词语搭配彩虹桥 ， 看图 ， 搭一搭词组彩虹桥 ， 看谁说的多 。

金色的
＿

蓝色的


雪 白 的


（ ） 的 （ ）

从表中可 以看到 ， 教学评估的方式多 以课程结束后评估为主 ， 这也是 目 前我们

在教学中通常采用 的
一

种评估形式 。 再来看评估的 内容 ， 总结案例 中一的两份测试

内容 ， 共分为以下 四个方面 ： 汉字考察 （书写 、 笔画 、 偏旁部首 ） 、 仿写练习 、 反

义词 、 词语搭配 ， 这四个方面全是针对 目标二中知识点记忆的考察 ， 至于其他 目标

的测评并未体现 。 对于练习和测评的设计 ， 案例 中题 目 的呈现方式能够做到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 ， 把识字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 通过写一写 、 秀
一

秀 、 连一连等多种多样

的形式 ， 让学生在轻松地状态下完成生子的认读 、 笔顺和书写 ； 不仅如此 ， 还采用

相反词碰碰车 、 搭配彩虹桥等 ， 让学生在学中玩 ， 玩中学 。 但是练习和测评还要能

够增强学生的实用性 ， 仍然要结合
“

生活万花筒
”

这一情境 ， 练习 学生的生活实际 ，

在情境中完成任务 ， 巩固学习成果 ， 案例一中 的评价教学在顺向思路的影响下只针

对知识性 目 标进行了测评 ， 在强调情感 、 能力 目 标方面的练习还存在欠缺 。

案例三中 ， 测评的 内容发生 了极大地变化 ， 这也是 目 前笔者在搜寻所有大单元

教学案例 中唯一搜到的针对 目 标进行测评的一篇 。 虽然是极少数的对于 目标进行测

评的教案 ， 却也是为当前评估教学提供 了一种新的思路 。 在这个教案中 ， 共有四个

测评 内容 （见表 ２ ． ６ ） ， 每一个测评 内容有对应的测评 目标 ， 在进行测评前 ， 设计

者还专门为学生创设了
一

个
“

找春天
”

的大情境 ， 通过一段温柔有亲和力且别开生

面的导语 ， 带领学生进入春天 ， 进入春天的公园 ， 去寻找春天的气息 ， 进而进行如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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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的测评 内容 。 目 标与 内容一一对应 ， 既能够完整测评学生的能力 ， 还能够帮

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 、 加强言语表达训练 。

表 ２ ．６ 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测评案例

测评内容澜评 目标

与震总名
＾

  

， ｒ



活中识宇的愿望


能根据创设的语境 ， 仿照例句说说 自 己在

找春天写句子 春天里的发现和感受 ， 能够运用积累 的词



语写句子


“

春的旋律
”

正确 、流利地诵读诗歌 ，注意语气和重音

Ｄ语交际


虽然对于具体的试题笔者没有找到具体题 目 ， 对于测评 目 标是否与单元 目 标有

关联也 尚不清楚 ， 但是却在间接提醒着我们根据一定的 目标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 这

个 目 标最好是单元 目 标 ， 不仅涵盖知识性 目标 ， 而且能够考察到学生的能力与素养 ，

这样
一个完整的大单元教学到此是完整的落实 了 。

（４ ） 教学思路分析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提出意在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 指向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 ，

就语文课程性质而言 ，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获得需要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下进行建

构 ， 也是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下一个人能力 、 品质 、 价值观念的体现 ， 这就表明语文

核心素养的获得必定不是在一篇篇独立的课文教学的环境下形成培养的 ， 而是需要

在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语文学习方案下获得 ， 因此提出 围绕一个大单元进行教学设

计 。 这里的大单元便是 由大任务驱动下的 ， 整合 目 标 、 情境 、 任务 、 活动 、 评价为
一体的单元形式 。 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时 ， 需要研读教材课标 ， 厘

清单元学习 的整体 目标与学习 的 内容 ， 在符合学生认知的情况下统筹组织适合学生

的教学活动 ， 整合单元的情境与任务 ， 设计适当多元的评价体系 ， 从而提高学生语

文的整体素养 。

笔者以案例一为例 ， 深入剖析案例
一

中的思路设计 。 教材安排 了 《 明天要远足 》

《大还是小 》 《项链 》 三篇课文和 《语文园地七 》 ， 这几篇文选均着眼于儿童的 内

心世界 ， 通过一幅幅生活的画面展现儿童的童真 、 矛盾和诗意 ， 《语文园地七 》 中

渗透 了在生活中学习语文的理念 。 因此该案例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将本单元的大情

境主题定位
“

生活万花筒
”

， 在这一主题情景下 ， 用
“

认识我 自 己
” “

走进大 自然
”

“

说说我的家
”

单个学习任务 ， 整合该单元的学习 内容 。 是啊 ， 生活不就像一个万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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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筒 ， 五彩缤纷绚烂多姿 ， 而孩子对于生活的感知 自然从 自 己和身边最亲近的人开

始 ， 这样看来 ， 该单元情境的选择确实是最合适不过了 。 学生从
“

对远足的期盼和

向往
”

， 慢慢走进同龄人的 内 心 ； 从项链的奇妙 ， 感受大 自然的神奇 ； 再从身边的

亲人出发 ， 开展对家族人物关系的探究 。 这样 ， 学生跟随情境的走 向 ， 在一个个衔

接 自然的活动中读书 、 识字 、 写字 ， 感受生活的丰富与 多彩 ， 学习从生活 中捕捉美

好 、 感受美好 、 表达美好 。 通过对文章的把握后 ， 这样一般情境任务的选择恰到好

处地将一个单元的学习 内容整合在 了一起 ， 学生从生活出发去认识 自 己 、 了解 自然 、

感悟亲情 ， 从 自 己最熟知 的周 围开始探索生活的多彩 ， 课堂与生活衔接 ， 知识对接

实际体验 ， 语文能力便在这样一步一步探索与迁移应用 下得到提升 。

案例二中 ， 教材安排 《古诗两首 》 （ 《登鹳雀楼 》 、 《望庐 山瀑布 》 ） 、 《黄

山奇石 》 、 《 日 月 潭 》 和 《葡萄沟 》 四篇课文 ， 根据选文 内容的安排修改原先单元

主题
“

家乡
”

为
“

美丽中 国
”

， 这样一个主题的提炼提升 了整个单元的视角 ， 扩大

了学生的格局 ， 体现了
“

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

大单元设计理念 。 在我的旅行手帐这
一总的情境任务之下 ， 通过真实的情景 、 活动设计 ， 让学生在真实 自然的完成旅行

的过程中 习得知识 、 培养能力 、 获得发展 ， 三个任务 、 十个活动统整本单元的教学

框架 。 案例三中 ， 作者的设计思路 己然十分明确 。

整合这三个案例 ， 我们可 以看到在整体架构思路上三者不谋而合 ， 首先根据单

元的 内容分析 ， 制定单元教学主题作为本单元的大情境 ， 根据这样一个情景结合教

材设计三到四个任务 ， 每个任务下再进而安排教学实践活动 ， 通常来说一个活动一

个课时 ， 直至所有活动完成本单元的教学任务才算基本达成 。 最后 ， 进行单元测评 ，

对
一个单元的学 习进行考评 。 结合这样三个案例 ， 我们基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大单

元教学默许的环节设计 。

（ Ｓ ） 大单元教学设计流程

结合案例 以及思路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应当包

括前期对于核心素养 、 教材和课标的分析 ， 由此确定 出本单元的单元名称 ， 进而结

合学生的学情制定合理的大单元 目 标 ， 再根据单元 目标选择或重构单元教学内容 ，

在此基础之上统筹安排教学时间确定课时 ， 计划教学过程 、 设计教学活动 ， 最后设

计与本单元 目 标相一致的单元教学评价 。 笔者根据 目 前 己有的三则大单元教学案

例 ， 包括崔允瀞教授在 《如何开展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 》 中提 出 的大单

元教学实施路径 ， 整理出一套具体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框架 ， 能够更加清晰的展示出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完整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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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４ 大单元教学设计流程图

４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优势分析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形成是 由 身体本身 的体验和行动方式构成的 ， 并强

调涉身性 、 体验性和情境性 ， 大单元教学中设计真实情境的教学任务正是体现具身

认知理论 的这一原则 。 崔允薄教授认为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 的教学评价要突破 以往只

针对于知识点记忆 、 理解 、 应用 的评价方法 ， 而是要采用在何种情境下运用什么知

识完成什么任务的评价手段来落实核心素养的达成情况 。 就是说核心素养的评价必

须要在真实地情境中进行 ， 学生在活动 中通过运用 知识完成任务的程度考量知识技

能的获得情况 ， 崔允槨教授认为
“

真实
”

蕴含三层意思 ： 第一 ， 真实情境与任务 ）Ｔｒ

代表的背后 的真实世界应该作为课程的组成部分 ， 以此沟通课程与生活 ； 第二 ， 真

实的学 习 是学 以致用 的学习 ， 中小学生课本上的知识 内容的理解是需要通过在真实

生活中进行应用方能实现的 ； 第三 ， 学生做事能力 的反映情况是检验核心素养落实

情况的最好方法 ， 而做事需要在真实地情境下进行 。

？这样 的教学评价方案倒逼教

学进行改革 ， 使得教学中需要嵌入真实的情境与任务 。 在真实情境下 ， 整合 目 标 、

内容 、 情境 、 活动 、 任务的教学是大单元教学的重点 ， 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来有着

完整情境任务活动制定的案例一 。

案例
一

中 ， 该单元设置 了生活万花筒这一生活情境 ， 生活就在学生身边 ， 这样

的情境设置真实 自 然而且也贴近学生 ， 任务活动的设计不能脱离学生的学情 ，

一年

？
崔 允槨 ． 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 ［ Ｊ ］ ． 上海 教育科研 ． ２ ０ １ ９

， （ ０４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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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学生好奇心强 ， 对身边的事物总是有着千奇百怪的想法 ， 总爱 问
“

为什么
” “

怎

么啦
”

， 基于这样的学情 ， 案例的第一个任务是从认识 自 己出发 ， 通过读一读 、 聊

一聊 、 演
一

演三个活动 ， 问 问
“

我怎么啦
”

， 说说 自 己的小心思 ， 想想不一样的我 ，

认识生活从认识 自我出发 ， 探索世界也从探索 自 己出发 ； 他们会发现为远足而辗转

反侧的孩子就是 自 己 ， 那个总想快快长大的孩子也是 自 己 ， 体会成长中那个看似 自

相矛盾而又充满趣味的 内心世界 。 在走进大 自然这
一任务中 ， 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入

手 ， 补充学习 资源 ， 丰富并唤醒学生的 内 心体验 ， 形成 了
“
一起去看海

”

、

“

大海

真神奇
” “

聊聊有意思的 自 然现象
”

这样一组趣味的学习活动 。 生活万花筒 中还有

很多 的烦恼 ， 比如搞不清楚辈分 ， 弄不懂称呼 ， 说说我的家这一活动 中 ， 就通过
“

唱

一唱
”

家族歌 ， 画一画家族树 ， 找一找小秘密等活动 ， 用这些喜闻 乐见的形式去感

知生活的趣味 ， 其中在画一画奇妙的家族树中不仅设置画家族树厘清亲戚关系 ， 还

设定 了
一次生 日 宴情境 ， 分小组按要求请亲戚 、 排座位 、 拍照片 ， 这样一组真实的

小任务就巧妙地考验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 如果学生能够正确 的请到应来的所有

亲戚并合理安排好宴席位置 ， 这就表明学生理解了家族的关系 ， 并且能够用来解决

生活中的许多 问题 ， 同时在活动中也培养 了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在真实情境下做事能力的程度是评价核心素养落实情况的真实依据 ， 在案例一

中 ， 真实情境有 了 ， 三个任务 、 九个活动也就是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 他们所代表

的背后的真实世界也能够对接学生的真实生活 ， 同理在案例二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

看到这样的设计 ， 在我的旅行手账这一总情境之下 ， 安排三个任务 、 十个活动 ， 结

合这几组案例 ， 我们可 以说这样的情境任务安排形式是大单元教学统
一

的特色也是

本次教学改革的突 出优势 。

（三 ）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大单元教学是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一个突破性教学改革 ，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需

要教师整合课程教学实现 ， 保证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得到品质 、 能力 、 价值观念方

面的全面发展 ， 大单元教学是整合 目 标 、 内容 、 情境 、 任务的完整的教学方案 ， 但

是在应用大单元教学进行教学设计时依然存在诸多 问题与 困境 ， 通过上述对案例的

具体分析 ， 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

１ ．现存教学思路欠缺明确细致的 目标设计

（ １ ） 教师传统順向思维方式阻碍目标设计

大单元教学 目 标 旨在落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 是整个单元学习 的 出发点和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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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传统顺向思路下 ， 教师对于 目标的理解还存在欠缺 。

传统教学思路是一种始于 内容的顺向思考 ， 这样的思考带来的教学形式多注重

教学 内容的分析 ， 通过教材呈现的课文 内容 ， 设计教学 目 标 ，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

之后是设计教学过程 ， 进行教学评价 。 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之下 ， 目 标对于整个教学

过程的导向性并没有特别突出 的贡献价值 ， 教师更多关注的是教学过程的实现和完

成 ， 在本研宄呈现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中 ， 我们会发现案例二 、 三均没有出现单

元 目 标设置 ， 教学过程更多的是 由本单元的情境导 出 ，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会 出

现偏离单元教学 目 标的现象是不得而知的 。 反之 ， 如果在教学 目标上着重强调 ， 教

学过程便会围绕教学 目 标展开 。

综合这三个案例 ， 在 目标设置上均存在一定的弱化 。 顺向思维下教师对于 目 标

质量的设计还有待提高 ， 对于 目标在整个单元教学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定位不清 ，

由此 引 发的 目 标不能具体表明学生最终的 习得成果和学 习结果等 问题阻碍 了大单

元下教学 目 标的设计 。

（２ ） 目标表述指向不明

目 标的设置是为 回答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后学生可 以学到什么 ， 学生能够做什

么 ， 应该是本单元所有任务活动的指南 ， 所有任务活动的开展都是要为达成 目 标而

存在 。 但是现有大单元教学案例中 ， 目标的表达多数停留在仅仅帮助学生培养某一

意识 ， 如案例
一

中单元 目 标中要求学生熟悉生活场景 ， 留心美好事物 ， 在生活中学

习 ， 这样的一个 目标其实只是在表达需要培养学生这样的意识 ， 那 问题就来了 ， 这

样的意识你需要学生掌握到怎样的程度 ？ 学生除 了在脑海中 留下 了这样 的一个意

识后 ， 学生学到 了什么实际的技能与技巧 ？ 学生有 了这样的意识在生活中能够做什

么事情 ？ 解决什么 问题 ？ 无法明确这样的 问题 ， 任务活动的设计便有 了无数可能延

伸发展的方向 ， 只要任务活动的存在属于拉进学生课堂与生活的联系便是合理的 ，

因此这样的任务设计并不是就该单元 目标来说唯一的 ， 也就不是能够有效落实 目标

的正确学习方案 ， 这是 目标表述指 向不明所带来的 问题 。

（３ ） 目标与教学过程无法对接

单元 目标的设置意在具体化该单元要解决什么 问题 ， 以及期望学生在学习完本

单元后能够学会什么 ， 目 标明确 了 ， 内容的选择 、 活动任务的设置会更加有针对性 ，

教师教案的设置课堂上的所有活动都会围绕着 目 标展开 ， 避免课堂上出现游离不知

所向 的状态 ， 并且帮助教师在课堂上和有限的时间 内关注本单元真正重要的 内容 。

但在案例 中我们会发现 ， 案例一中任务的设计并不是完全按照 目 标来进行安排的 ，

例如任务三活动
一二中关于家庭关系的任务安排并未在 目标中找到相关的要求 ， 因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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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样任务设计的 目 的是什么 ？ 学生能够正确厘清家族关系与该单元 目 标的直接

关系是什么 ？ 当任务的设计游离于 目标之外 ， 活动任务与 目 标无法实现对接 ， 教学

过程就有开无轨电车的危险 。 在案例二和案例三中我们也可 以看到 ， 作者均未提及

明确的 目标设计 ， 却完整的表述了教学活动的情境与任务的安排 ， 任务与活动的制

定通过情景导 出 。 这就是当前大单元教学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单元 目 标不能够作为教

学过程的导 向标 ， 任务的设计也并不是为完成 目 标而存在 ， 这样导致的 目 标与手段

分离的大单元教学如何在落实核心素养上拔得头筹 ？

通过对 以上案例的单元 目标分析 ， 会发现当前大单元教学在 目 标设计上存在教

师顺向思维不重视 目标的设计 ， 目 标表述指 向性不明确 ， 目 标与教学过程无法对接

等问题 ， 从而导致 目 标在课堂上、 教案中游离 ， 对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实难以达成 。

２ ．现存教学思路欠缺对教学过程的质？分析

（ １ ） 教学过程本身成为设计重点

大单元教学是任务驱动式教学 ， 通过设置情境下的真实任务活动串联整个单元

的教学 内容 ， 这就必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 以学生的学习活动为主线 ， 引 导学生进行

自 主 、 合作 、 探宄 ， 这必然是大单元教学的重点 。 结合案例
一

、 二 、 三我们可 以看

到 ， 大单元设计尤为强调情境任务活动的安排 ， 在几乎所有的大单元教学案例 中 ，

情境任务活动的思路与安排都 占据大量的篇幅 ， 相对弱化了 目标 、 评价等的地位 。

不仅如此 ， 笔者通览所有有关大单元教学的论文发现 ， 情境 、 任务 、 活动甚至成了

大单元教学的主要 目 的 。 例如大单元教学带头人之一戴晓娥发表的两篇大单元教学

探索的文章 《情境 任务 活动一一指 向语文素养的大单元教学探索 》 和 《大单元 大

情境 大任务一一统编语文教科书
“

新教学
”

设计与实践 》 ， 均是主要围绕情境 、

任与活动展开对大单元的阐述 ， 可见情境 、 任务 、 活动的统一似乎己经成了大单元

教学的主要探索方向 。

大单元教学并不是意味着只有设置 了真实的情境 以及任务和活动就是指 向核

心素养落实的教学方案 ， 如果说情境任务和活动是大单元教学发动机 ， 那 目 标就是

方向盘 ， 评价是总体指标 ， 在指向核心素养落实的改革过程当中 ， 我们换 了发动机 ，

但是方向盘和总体指标应当始终如
一

， 弱化 目 标和评价的教学犹如无源之水焕发不

出新鲜的力量 。

（２ ） 教学过程的质置有待提升

情境 、 任务 、 活动的统
一

的确是大单元教学 中落实核心素养的亮点 ， 必定也需

要作为一个新的教学模式得到充分地讨论研究 ， 但是只见情境任务活动不见 目标与

评价的教学注定是不落实教学实际效果的教学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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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合案例
一

中的 目 标再来看一下 ， 目 标
一

是学生能够亲近生活 、 留心生活 ，

培养在生活中学习 的意识 ， 大情境与三个任务均和生活息息相关 ， 不断地拉近课本

和学生生活之间的联系 ， 从认识 自 己 、 认识 自 然 、 研宄家族关系三个角度走进生活 ，

这样的一个 目 标落实于整个单元中 ； 第二个 目 标要求学生随文识字 ， 在生活中学 习

搭配词语 ， 多种形式展开朗读 ， 在任务活动 中分别体现在任务一活动 ２ ．任务二活动

１ ．任务二活动 ３ 和任务三活动 ３ 中 ， 不仅强调 了学生应该识记的字词 ， 还教给学生

多种识字方法、 规律 ， 多次设计活动 回扣该 目 标 ； 第三个 目 标要求调动学生的情感 ，

体会 自 己独特的 内 心世界贯穿任务一 ， 因此该 目标属于任务一的特有 目标 ； 第四个

目 标利用生活中 的资源学习语文 ， 乐于积累不能简单找到直接对应的任务 ， 但这样

的观念是贯穿在整个任务活动 中 的 ； 第五个 目 标和大人一起阅读 ， 享受阅读乐趣在

任务二活动三中 明确点出 。

这样看来 目标在任务活动 中都有体现 ， 有的 目 标有具体指 向的任务活动 ， 有的

目 标只对接
一

个小小的活动 ， 有的 目 标模糊在整个教学活动中 。 再看任务活动是否

都匹配 了所有的 目 标呢 ？ 我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对接具体的 目标 ， 例如任

务三
“

说说我的家
”

中 ， 学生唱家族歌 、 画家族树两个大活动在 目标中却找不到与

家庭有关的 目 标设置 ， 因此这一活动设置的 目 的是什么 ， 对于这一关于家族关系 的

两个活动的展开是否有偏离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 再反观崔允鄯教授说的核心素养的

落实情况需要看学生做事的能力 ， 我们找遍这九个活动发现 ， 其中关于做事的活动

设计似乎只有没有 目 标对接的任务三活动 ２ ， 设定生 日 宴会情境 ， 请亲戚 、 排席位

和拍照片 ， 其余所有活动的设计都是基于文本的练习 。

因此 ， 我们会发现 ， 情境任务活动这
一环节中不仅会存在无法匹配教学 目标的

问题 ， 而且在真正落实学生素养 、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方面还存在很多欠缺 ，

过于关注活动本身而忽略活动的 目 的是教学中 的禁忌 。

比如课堂上让学生动起来是二十世纪 ９０ 年代便开始提倡的教学观念 ， 由此
“

活

动教学
”

在中小学得到广泛的推展 ， 但是活动并不是只有学生动起来便可以起到效

用 的 ， 课堂动起来 了 ， 动的质量如何也是需要关注的 ，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课型均适

合在活动中学 ， 同理单纯的强调情境 、 任务 、 活动也容易产生同样的 问题 ， 情境任

务活动统一了 ， 教学质量真的就会提高了 吗 ？
一切的问题都是源于过分强调活动本

身而导致了 目 标与手段的分离 ， 教学会走向
“

为 了活动而活动
”

而不是为了 目 标而

活动 。 因此 ， 大单元教学设计推行开来 ， 我们要学会利用前车之鉴避免产生同样的

错误 ， 真正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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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现存教学思路下的评价设计无法对接教学 目标

⑴ 传统顺向思维阻碍教学评价设计

在我国传统教学中 ， 评价教学
一直位于教学设计顺序 中 的最末位 ， 教师往往视

评价为某
一阶段学习过程的考核形式 ， 因此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 几乎没有对于评价

的思考 ， 如果说有也只是课堂上针对某
一个知识点的补充练习 。

总结案例中一的两份测试内容 ， 共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 汉字考察 （书写 、 笔画 、

偏旁部首 ） 、 仿写练习 、 反义词 、 词语搭配 ， 这四个方面全是针对 目标二中知识点

记忆的考察 ， 至于其他 目标的测评并未体现 。 对于练习和测评的设计 ， 案例中题 目

的呈现方式能够做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 把识字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 通过写一写 、

秀一秀 、 连一连等多种多样的形式 ， 让学生在轻松地状态下完成生子的认读 、 笔顺

和书写 ； 不仅如此 ， 还采用相反词碰碰车 、 搭配彩虹桥等 ， 让学生在学中玩 ， 玩中

学 。 但是练习和测评还要能够增强学生的实用性 ， 仍然要结合
“

生活万花筒
”

这一

情境 ， 练习学生的生活实际 ， 在情境中完成任务 ， 巩固学习成果 ， 案例一中 的评价

教学在顺向思路的影响下只针对知识性 目 标进行 了测评 ， 在强调情感 、 能力 目标方

面的练习还存在欠缺 。

在本章研宄的案例 中评估教学设计最典型 的形式是采用过程性评价和单元形

成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 这样的评估设计一方面太过单一 ， 仅是针对于某一知

识点的评价 ， 没有考虑到能力及情感的达成情况 ； 另
一方面没有对评价存在的合理

性进行阐释 ， 这些评价的方式能够真正表明学生理解该知识了 吗 ？ 有什么证据证明

学生学会 了 ？ 这都是当前评价教学存在的 问题 。

（２ 〉 评价无法指向目标

关于大单元教学如何开展评估教学有专家提出要进行逆向设计 ， 即要求将教学

评价任务单独呈现且要放在 目标与学习过程之间 ， 这样的评价任务便起到 了承上启

下的作用 ， 其次将评价任务嵌入到学 习过程之中 ， 坚持教 、 学 、 评的
一

致性 。 但是

在传统顺向思维下的大单元教学对于评价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

在案例一单元形成性评价中 ， 练习 的题 目 均指向基础知识的检测 ， 对于应用性

知识的综合检测并没有设计相关题 目 ， 再看案例三中 的评价设计 ， 案例三中的评价

便解决了案例
一

的 问题 ， 设计者设计真实情境 ， 让学生置身于情境之下结合生活经

验训练语言的表达与运用 ， 同时 ， 能够根据一定的测评 目 标制定测评 内容 ， 这样的

设计使得测评指向性明确 ， 对于单元需要掌握的能力有了 明确的规划 。 但是 ， 唯一

的缺憾在于没有说明该测评 目标与单元 目 标之间的关系 ， 测评 目 标是否是针对单元

目 标制定 ？ 测评 目 的是否是为检验单元 目 标的达成情况 ？ 作者在设计评价时指强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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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了情境与评价之间的关系 ， 却忽略 了 目 标与评价之间 的关系 。

评价的存在是为评估 目标的完成程度 ， 大单元教学的 出现是为落实核心素养 目

标的达成 ， 因此评估教学在大单元教学中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对于大单元教学

的落实有重要意义 。 反观本章 中的三个不同大单元教学案例 ， 没有一个评价的设计

能够完全为 了所有 目 标的落实而服务 。 评估教学一直 以来是我国教师最为头疼的部

分 ， 往往一张考卷便代替 了评估 ，

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完成的评价 ， 教师几乎没有参

与到评估中来 ， 要想大单元教学在我国真正得到落实 ， 只 改革教学过程而不落实评

价的大单元是低效的大单元设计 ， 是不痛不痒的教学改革 。

总之 ， 大单元教学设计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

用 ， 但是大单元教学设计基本沿袭 了传统顺向教学设计的思路 ， 从教材到 内容最后

到评价 ， 难以发挥教学 目 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的导向作用 ， 导致教学重点偏离 ， 评

价不到位 。 有鉴于此 ， 本研宄引入 以 目标为导 向 、 以教学评价为驱动的逆向设计理

论 ， 寻找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对策和思路 ， 为大单元教学研宄提供新的教学视角 。

４７



硕 士 学 位论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三 、基于逆向谢隨论优化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价值及思路

针对上一章节对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分析与总结 ， 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以更有效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实和知识的理解 ， 在本章我们设想采用逆向教学设计理念为

大单元教学设计进行优化 。 所谓逆向设计 ， 是指一种从学习结果的角度出发进行教

学设计的设计理念 ， 它强调教师在设计教学时 ， 首先应当综合思考单元 目标 ， 围绕

目标紧接着设计教学评价 ， 最后基于 目标与评价研宄课程计划 。

本章我们将对逆向教学设计的具体程序进行分析 ， 结合相应的案例来对比逆向

教学与传统教学的不同 ， 体会逆向教学设计的科学之处 ， 进而深入分析利用逆向教

学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以及逆向教学设计中有哪些是我们可 以借鉴

并融合到大单元教学设计中 的设计思路 。

（
一

） 逆向教学理论概述

１ ．逆向教学核心齡分析

逆向教学中包含许多全新的教学理念和观点 ， 因此笔者选取 了
一些核心的概念

进行解读 ， 方便读者对后续逆向教学设计模板 内容的理解 。

（ １ ） 阶段
一

： 确定预期 目标阶段

理解的六侧面 ：

“

理解是进行逆向教学设计的最终 目 的 。 理解不同于知道 ， 理

解意味着正确合理的完成任务工作 ， 通常反映了人们有能力解释为什么特定技巧 、

方法或知识主体在特定情境下是合适的或不合适的 。 人们的理解的程度影响着知识

的迁移能力 ， 如果真正的理解 ， 就能解释 、 能阐 明 、 能应用 、 能洞察 、 能神入和能

自 知 ， 此所谓理解的六侧面 。

”？

大概念 ：

“

大概念是指那些用于课程 、 教学和评估方法的核心概念 、 原则 、 理

论和过程
”

。

？
用
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就是大概念相当于一个车辖 ， 能够使车轮

固定在车轴上的一种配件 ， 若无法用车辖将车轮连接起来 ， 就好 比无法抓住一些零

碎知识提取的关键线索 ， 留在脑海里的只有很容易忘记的知识碎片 ， 因此大概念既

是各种条理清晰的关系的核心 ， 又是使事实更容易理解和有用的一个概念锚点 。 在

教学实践中 ， 大概念通常表现为一个有用 的 ： 概念 、 主题 、 有争议的结论或观点 、

反论 、 理论 、 基本假设 、 反复出现的 问题 、 理解或原则 。 它 的表达方式形式多样 ，

？（ 美 ） Ｇｒａｎ ｔＷ ｉ ｇｇ ｉ ｒ ｓ＆ｌ ａｙＭｃ Ｔ ｉ ｇｈ 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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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词 、

一个短语、

一个句子或者一个问题都可以用来表达大概念 ， 根据学习者所

达到的理解来架构大概念 ， 是优质设计工作的关键 。

基本问题 ：

“

基本问题是根据大概念提出 的 ， 是为 了强调这些概念 。 它们可 以

直接指向
一个特定 的话题 、 问题或研宄领域的核心 。

”？
关于基本 问题存在四种 内

涵 ： 它是指在我们一生中会重复 出现的重要 问题 ； 是指某一学科的核心思想和探究 ；

是学习核心 内容所需的东西 ； 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特定的 、 各种各样的学习者 。

（ ２ ） 阶段二 ： 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阶段

在阶段一中我们将预期的结果进行 了细化 ， 从 目标 、 理解 、 基本 问题三个层面

进行解读 ， 在评估阶段 ， 我们需要寻找证据和学生表现来证明学生达成 了预期的 目

标 。 在 目 标层面 ， 什么样的表现表明学生 己经达到 了要求 ？ 在基本 问题层面 ， 什么

样的证据能表明学习者 己经深入思考 了这些 问题 ？ 在理解层面 ， 什么证据能表明学

生弄懂 了 ？

ＧＲＡＳＰＳ ： 表现性任务因为所独具的特点而有别于其他评估的类型 ， 表现性任

务通常是 以一个具体的 问题呈现给学生 ： 设定
一个具有挑战性和可能性的真实世界

目 标 。 学生为一个确定的对象开发具体的产品或做出相应的表现 。 在任务设计过程

中 ， 我们使用 ＧＲＡＳＰＳ 架构表现性任务 ， ＧＲＡＳＰＳ 中的每一个单词对应一个任务元

素 目标 （ Ｇｏａｌ ） 、 角色 （Ｒｏ ｌｅ ） 、 对象 （ Ａｕｄ ｉｅｎｃｅ ） 、 情境 （ 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 表现

或产品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 、 标准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 架构起表现性任务 ， 学生进

行思考 ， 最后评估的基本要求是我们能够根据学习者的
“

答案
”

了解他们的思维过

程 ， 在这里我们使用理解的六侧面作为评估的蓝图是测量理解的有效办法 。

（ ３ ） 阶段三 ： 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阶段

教学过程的设计最为熟悉 了 ， 这一阶段的 内容要依据阶段一 、 二进行展开 ， 包

括内容的选择 、 方法的制定 ， 为 了更好地体现我们在某些程度上已经知道的 内容 ，

ＷＨＥＲＥＴＯ 强调 了关键
．

的思考 ， 这些标准为教师提供 了检查的工具 ：

Ｗ ： 学生能够了解单元学习 的方向 （ｗｈｅｒｅ ） 和原因 （ｗｈｙ ）

Ｈ ： 教学在
一开始就能够吸引 （ ｈｏｏｋ ） 和保持 （ ｈｏｌｄ ） 学生的注意力

Ｅ ： 学生能够体验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和探索 （ ｅｘｐ ｌｏｒｅ ） ， 准备 （ ｅｑｕ ｉｐ ） 和使能 （ ｅｎａｂ ｌｅ ）

Ｒ ： 引 导学生反思 （ｒｅｆｌｅｃｔ ） 、 重新考虑 （ ｒｅｔｈｉｎｋ ） 与修改 （ ｒｅｖ ｉ ｓｅ ）

Ｅ ： 给学生提供评估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 和 自我评估的机会

Ｔ ： 量体裁衣 （ ｔａｉ ｌｏｒ ） 反映不同学生的个性和需求

？ （美 ） ＧｒａｎｔＷ ｉ ｇｇ ｉ ｒ ｓ＆ ｌ ａｙＭｃ Ｔ ｉ ｇｈ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第二版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４９



颂 士 学 位论 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ＴＨＥＳ Ｉ Ｓ

０ ： 合理组织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 为最好的促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

２ ．逆向设计模板引入

关于逆向教学设计三阶段的 内容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 已经具体描述过 ， 基于这

三个阶段 ，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设计了逆向设计模板 （表 １ ） ， 将这三阶段的 内 容整

合在一起 ， 这个模板具体阐述了在不同的阶段教师需要回答什么 问题 以帮助建立单

元教学的设计 。

表 ３ ． １ 逆向设计模板

阶段 １ 

一一预期结果

所确定的 目标 ：

此设计将达到什么 目标

理解 ： ｜

基本 问题 ：

学生将理解 。 。 。 。 。 。 ＊ 什么样的启发性问题能够促

＊ 大概念是什么 ？进探宄 、 理解和学习迁移 ？

＊ 希望学生获得的特定理解 ？

＊ 可预见的误解是什么 ？

学生将会知道 。 。 。 。 。 。学生将能够做到 。 。 。 。 。 。

＊ 作为本单元的学 习结果 ， 学生将会获得

哪些关键知识和技能

？ 习得这些知识和技能后 ， 他们最终能够

做什么 ？

阶段二一一评估证据

表现性任务 ｜

其他证据 ：

＊ 什么样的表现性任务能够证秦 还有哪些其他证据能够证明

明学生实现了预期的 目标 ？自 己实现 了预期 目 标 ？

？ 通过什么标准评判理解成《 学生如何反馈和 自 评 自 己的

效 ？ 学习 ？

阶段三一一学习计划

学习 活动 ： 哪些学习体验和教学能够使学生达到预期的结果 ？ （ＷＨＥＲＥＴＯ ）

３ ．逆向教学设计模板分析

（ １ ） 预期结果分析

５ ０



耻 学 位论 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逆向教学设计是从输出端开始思考 ， 将具体的结果作为 目标 ， 然后 围绕预期 目

标相应地进行逆向设计 。 新课改中提出 的三维 目 标也是将 目 标具体划分三个维度并

作为教学的开始 ， 但三维 目 标与逆 向设计的 目标有何区别呢 ？ 可 以看到 ， 在逆向设

计中是将预期结果作为 目标 ， 预期结果中包括 ： 所确定的 目 标 、 预期的理解 、 需要

思考的基本问题 、 学生将获得的知识和技能 ， 这样看来 ， 如果我们说新课改中 的三

维 目 标是微观的 目 标 ， 那逆向设计中 目 标便是宏观的 目 标 。 接下来我们
一一来看每

一个预期结果分别代表什么 ？ 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又是什么 ？

作为确定的 目 标在设计时 ，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 这里的 目标指的是长期的 、 正

式的 目标 ， 他们往往依据课程标准 、 核心素养来确定 ， 并且为具体的 、 课程的短期

目标提供依据 。 只有当我们对学习 的最终 目标形成优先次序后 ， 那在教学过程中才

能够把握住教学的重点 ， 对 内 容做 出合理的筛选 。 反观 目 前我们的三维 目 标 ， 针对

某
一

单独的课时制定单独的教学 目 标 ， 并且将所有的 目 标一视同仁 ， 没有培养为完

整核心表现性任务所需要的能力 ， 陷入零散的知识和技能之中 ， 造成了我们的知识

支零破碎 。 因此 ， 为整个单元确定基于核心素养和课程标准的长期 目标 ， 并且围绕

单元 目 标安排表现性任务才是当前众望所归 。

在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中 》 ， 书中鲍勃詹姆斯围绕营养单元将 目 标确定为 ：

１ ．学生将理解有关营养和饮食的基本概念 ；
２ ．学生将运用对营养的理解 ， 为 自 己和

他人安排合理饮食 ；
３ ．学生将 了解 自 己的饮食习惯和方式 ， 以便对其进行改进 。

＠
其

中关于营养和饮食的基本概念是课程标准中 明确提出需要掌握的 ， 而为他人安排合

理饮食和改善 自 己的饮食则是围绕单元 目 标设计的表现性任务 。

除 目 标外 ， 在阶段一中还需要明确基本问题 。 基本 问题 以
一

种吸 引或吸引 学习

者的方式构架该单元的标准 ， 并通过指导学生围绕标准创造意义来起到连接标准和

课程的作用 。 精心编写的基本问题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 并将其吸引 到学科中 ， 鼓

励学习超越死记硬背 。 理想情况下 ，

一个基本问题不会在单节课后 回答 ， 而是会在

整个单元中不断进行重访 。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 ，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 对学生

来说最清楚的是他们需要进行探究 。 重新审视整个单元的基本问题可使学生专注于
“

大概念
”

， 以便他们不断考虑各种学习任务和 内容如何有助于他们对单元的主要 目

标或标准的理解 。

我们还是来看鲍勃詹姆斯提出 的基本 问题 ： １ ．什么是健康饮食 ？２ ．你的饮食健

康吗 ？ 你是如何知道的 ？３ ．对
一个人来说是健康的饮食 ， 为何对另一个人却不是健

？（ 美 ） Ｇｒａｎ ｔＷ ｉ ｇｇ ｉ ｒ ｓｆｔｌ ａｙＭｃ Ｔ ｉ ｇｈ 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 ［Ｍ ］
． 闫寒冰等译． 上海 ： 华东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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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 ？４ ．尽管有很多可用 的信息 ， 但在美 国为什么还有这么 多有营养不 良 引 发的健

康问题 ？ 通过 ２ 到 ５ 个 问题进而架构起整个单元的学习框架 ， 每一个 问题之间循序

递进 、 过渡 自然 ， 同时通过对这些 问题的探究 ， 学生对于
“

健康饮食
”

这一概念能

够做到真正的
“

理解
”

。

在预期的结果中 ， 理解可以看作是预期的教学和探宄活动的结果 ， 也可以说是

核检标准 。 在理解过程中 ， 教师应确认学生需要理解的大概念 ， 学生对特定知识需

要理解的具体概念以及在理解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有的误解 。 真正的理解我们 己经提

到 了理解的六个侧面 。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六个方面 ， 我们就说学生们真的理解了 。

这也可以帮助老师避免工作中的盲点 。 在预期的结果中 ， 我们必须判断学生的预期

理解力 ， 这与整个单元 内容的理解有关 。 在设计课程时 ， 教师必须帮助学生认识到

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接受灌输的 内容 ， 还要揭示事实背后隐藏的 内容 ， 并思考它们

的含义 。

识别学生需要获得的关键知识和技能 。 因为脚手架式的学习对于学生图示和理

解的发展至关重要 ， 所以请检查单元 目 标 ， 并考虑是否有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后 ， 学

生才能成功地完成所确定的学习 目 标 。 没有考虑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是新手老师经常

犯的错误 ， 但对于经验丰富的老师来说也经常发生 。 对于初任教师而言 ， 错误可能

涉及未能认识到达到 目 标所需的先决条件知识或技能 （例如 ， 教师在未首先确保学

生具备先决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创建 了预算单位 ） 。 如果课程不具备先决条件

的技能 ， 请考虑如何继续 。 在具备 了这些技能之后 ， 学生在以后 的学习 中可 以用该

技能做什么 ？ 在生活中可以用该技能做什么都是教师需要在预期结果中确认的 。

例如赵永芝在 《小学语文逆向教学设计初探一以
“

书香魅力
”

单元整合设计为例 》

中写到在该单元中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有 ： 积累并掌握 了
一

定数量的词

语 ； 能够理解重点词句的含义 ； 了解阅读的好处 ， 不同人在学习 中 的表现 ， 书籍的

收集方法 ， 书籍的性格以及不同的 阅读方法 。 完成本单元后 ， 学生将能够通过收集

和整理信息 以 了解与
“

书
”

有关的信息 ； 养成在阅读和思考时提问 的 习惯 ； 并可以

背诵 《图书馆里的小镜头 》 。

？

（ ２ ） 评估证据分析

在此步骤中 ， 需要开发用于确定学生是否 己掌握 目标的评估 。 关键问题是
“

哪

些证据将证明学生对单元 目 标的理解 ？
”

证据绝不是唯一的评估工具？
。 持续不断

？
赵永芝 ． 《小学语文逆向教学设计初探一以

“

书香魅力
”

单元整合设计为例 》 ［ Ｊ ］ ． 上海 ： 课程教材教学研宄
（ 小教研宄 ） ２ ０ １ ９ ． ７

－

８

？
Ｓｗａｎ ｓ ｏｎ

，Ｈ ．Ｌ ．

，＆Ｄｅ ｓ ｈ ｌ ｅ ｒ
，Ｄ ． （ ２ ００ ３ ） ． Ｉ 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ｎｇａｄ ｏ ｌ ｅ ｓ ｃ ｅ ｎ ｔ ｓｗ ｉ ｔ ｈｌ ｅａｒｎ ｉ ｎｇｄ ｉ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

Ｃｏｎ ｖｅｒ ｔ ｉ ｎ ｇａｍｅ ｔ ａ
－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ｔ ｏｐ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 Ｊ ］ ．Ｊｏｕｒ ｎ ａ ｌｏ ｆＬ ｅａｒｎ ｉ ｎ ｇＤ ｉ ｓ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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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是增强学生理解能力的基础 。 评估框架也很关键 ， 它可 以逐步建立学生在 日

益复杂的水平上使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 目 的是使学生从记忆的事实的 回忆中转移

出来 ， 以加深对应用上下文中 以及与其他概念相关的 内容含义的理解 。 每个单元的

目标理解因标准而异 ， 但学生可以通过需要理解 ， 解释 ， 应用 ， 分析 ， 综合和 自我

评估的评估来加深理解 。 有效的评估并不是一张快照 ， 而更像是一本收藏了纪念品

和图片的手册 ， 这就需要评估者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形式和方法来手机评估证

据 ， 当做学生理解的呈堂证供 。 理解的侧面尚且有六种 ， 证据的类型 自然不止一种 ，

包括 ： 使用 ＧＲＡＳＰＳ 架构表现性任务 、 开放式问答题 、 随堂测验和考试以及
一些非

正式检査 。 当选择好评估证据后 ， 教学活动的安排才能顺利展开 。

我们来看一则来 自 美国初中二年级的
“

社会研宄和语言艺术
”

课程案例 ， 其中

设计表现性任务如下 ： １ ．表现性任务 ： 制作小册子以说服他人参观该州 的选定 区域 ；

使用专栏来阐 明小册子的要求 。 ２ ．书面任务 ： 在小册子中写 出对每一个区域的看法

（ 区域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 ） 。 ３ ．测验 ： 词汇概念测试、 地区与河流测试 。 ４ ．非正

式测试 ： 小组或班级活动 （例如 ： 危险活动 ， 魔术贴创建地图 ， 网站问答游戏 ） 累

计处理区域信息或小组创意地图？
。 在这个案例 中 ， 老师使用一些基本 问题来使学

生专注于关键州 的 内容要求 ， 并将这些要求与假期计划的激励性主题联系起来 。 小

册子项 目 将所需的写作和社会研究理解联系在
一起 ， 并却定评估和随后的学 习活

动 。 补充评估有助于建立知识和技能 ， 以完成手册 。 评估指导学生使用 内容进行识

别 ， 然后进行比较和对比 ， 最后说服读者 了解州 的地区和地形特征 。

（ ３ ） 学习计划分析

最后
一

步将整合所有先前步骤的信息为一系列课程 ， 指导学生完成所需的理解

和评估 。 在逐步构建
一

系列课程的过程中 ， 不断参考单元 目 标和评估证据 以保持专

注来设计一序列学习活动 。 在计划学习活动时 ， 请牢记以下关键注意事项 ： 您将如

何鼓励沉浸和探索基本问题 ？ 您将如何使用学习活动来建立知识和技能 ， 并加深了

解 ？ 您将如何为学生做好完成项 目 和及时评估的准备 ？ 其中 以 ＷＨＥＲＥＴＯ 要素作

为关键思考架构教学计划对于教师更好地设计教学活动提供了标准 。

（二 ）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优化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价值

模板的呈现从纵向 的维度为我们展示了逆向设计的整体思路 ， 而对逆向教学设

计 中每一个阶段下每一个预期结果的必要性分析可 以帮助我们从横切面的角度细

＾
ＡｍｙＣｈ ｉ ｌ ｄ ｒ ｅ ．Ｊ ｅ ｎｎ ｉ ｆｅｒＲ ．Ｓａｎｄ ｓ ．ＳａｕｎｄｒａＴａｎｎｅｒＰｏｐ 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Ｄ ｅ ｓ ｉ ｇｎ ［ Ｊ ］ ．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Ｅｘ ｃ ｅｐ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Ｃｈ ｉ ｌ ｄ ｒ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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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看到逆向设计的全貌 ， 接下来我们透过外貌来看看这样的设计到底有什么价值可

言 。

１ ．关注学生的
“

思考
”

和理解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认为 ， 传统的活动导 向 的课程设计方法可 以促进
“

动手实

践
”

， 但不能促进
“

思想
”

学习 ， 因为这种方法对于重要的思想和适当 的学习 证据

缺乏明确的判断 ， 尤其是在学 习过程中 。

？逆向设计更关注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理

解和为 了达成理解所做的
一

系列思考 ， 从学生思考的角度出发考量学生在思考过程

中为达成 目 标所需要的知识和可能遇到的 困难 ， 进而提供帮助和 引 导 ， 促进学生完

成表现性 目 标 ， 而不是单纯设计帮助学生获取某些知识可利用 的媒介一一“ 活动
”

，

这是两种截然不 同获取知识的途径 。

一种关注 了学生在过程中 的思考 ，

一

种只关注

学生是否完成活动 ， 最后所达成的理解的程度也定会存在显著差异 。 这是逆向设计

的首要价值 ， 他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看到明确的 目 标 ， 并能够在
一个完整的情境

下通过进行主动地思考一步步获得相关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达成对于知识的理

解 ， 这种理解是可以在生活中进行有效迁移的能力 。

２ ．教学 目标明确

传统的教学中 ， 如何出色的完成教学 内容往往是一个首要的考量 ， 在这之前如

何进行深度的教材解读 ， 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 设计
一个怎样的活动来调动课

堂的氛围是教师在备课时的关注重点 。 至于学生学习结果的检测 ， 主要体现在后期

的检测中 ， 单元测评或是期中期末考试 ， 这样的考评无非是把学生学习成果看成是
一段教学过程的结束或是教学过程之外的

一个测验 。

？—方面这样的测评考察的 内

容局限于基本知识的掌握 ， 无法了解学生在知识之外的学习 目标的达成情况 ； 另
一

方面 ， 教师在教学开始之前并不会对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预测 ， 换句话说就是教师

并不能完全清楚学生 己有的经验与 目 标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 也就无法帮助学生达到

最近发展区 。

传统教学除 了对于学生最终习得情况的把握不明 ，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逐步

理解的概念上 ， 学生将会知道什么 、 能够做什么并没有详细的说明 。 这样造成的结

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明确 目标 ， 为 了完成活动而活动 ， 容易在课堂上迷失 。

逆向教学设计主张明确预期结果和评价优先 ， 根据学生的理解和需要涉及创建

可衡量的表现和行为 。 设计时 ， 教师思考学生需要理解的 问题 ， 学生在解决一个个

°
Ｗｉｇｇ ｉｎ ｓ

，
Ｇ

， ＆ ＭｃＴ ｉｇｈｅ ， 
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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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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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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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ｎｄ 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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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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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之前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 制定
一套明晰确切的 目标 ， 围绕教学 目 标选择需

要评估的证据 ， 再根据学生完成证据的程度 了解学生 目 标的掌握情况 ， 教师在课堂

上便可依据学生完成任务的程度进
一

步完善相关 内容 ， 促进教学 。 同时 ， 根据 目 标

选择证据 ， 进而围绕所提供证据安排教学活动 ， 这样的教学活动便是
一个在不断达

成 目标的背景下逐步实现 ， 教学的指向性更加明确 。

３ ？实现教学评一致

在我国基础教育中 ， 我们会发现教 、 学 、 评无法达成
一致的现象司空见惯 ， 教

之后未必发生学 ， 学之后未必存在评 ， 评的又非所教 。

°
教 、 学 、 评无法实现

一致

是教学有效性低的关键要素 ， 因此课程与教学的基本逻辑便是这三者的
一致性 ， 而

实现教学评一致的关键在于 目 标 ， 目 标确定 了 ， 教学和评价才能够朝着
一

个方向用

力 。 在上一章提过的大单元教学案例 中 ， 我们看到 目 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微乎其微 ， 似乎只是教案上形式的存在 ， 这一方面也暗含我们当今的教育中对于

目标的重视度远远不够 ， 因此也会出现我们所说的 目 标游离的课堂状态 。 而逆向教

学设计中 ， 从 目 标的设计再到 目 标证据的搜寻 ， 最后 围绕 目 标证据进行教学活动的

安排 ， 这样的设计方案中评价与教学紧扣 目 标进行设计 ， 目 标是整堂课的灵魂与导

向标 ， 评价与活动的存在都是为 了 目 标的达成而存在 ， 这样的教学从本质上实现 了

教 、 学 、 评的
一致 ， 因此在教学效果上要远优于 目标存在感微弱的教学设计 。

（三 ）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优化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关键思路

１ ．以目标为导向

逆向教学设计以 目 标为导 向 ， 以具体的结果作为 目 标 ， 然后根据结果进行教学

设计 ， 这是逆向设计的优势所在 。 传统教学中 ， 课堂上教师经常会出现无 目 的的灌

输 、 孤立的活动这样的教学现象 ， 孤立的活动对于学生来说顶多是有趣 ， 但不足 以

引起学生的智力参与 ， 无 目 的灌输和孤立的活动与学生头脑中 的智力 目 标是割裂开

的 ， 在上一章大单元教学中我们也看到 了这样的 问题 ， 目标与任务的不对接 ， 即所

谓 目 标与手段的分离 ，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便是 目 标设计的模糊性 。 逆向教学设计

中 ， 目标的设计就是单元学习后的结果预设 ， 它要求来师在设计单元课程之前 ， 先

要明 白这个单元想让学生达到怎样的 目标 ， 然后一切的教学设计都围绕 目 标展开 。

包括学生在本单元需要掌握哪些知识与技能才能够促进他们的理解 ？ 选择什么 内

容能够更好地辅助学生理解教学 目 标 ？ 哪
一些评价的手段能够检验学生是否真正

① 张菊荣 ．

“

教 、 学 、 评一致性
”

三要素 ： 目 标 、 评价与教学 ［
Ｊ
］

． 江苏教育 ２０ １ ９
， （
４２Ｘ６３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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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 了 教学 目 标 ？ 组织什么活动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达成 目 标 ？ 这是逆向设计在

预期结果部分需要教师进行思考的 ， 只有围绕这些重要问题组织预期的结果 ， 我们

才能避免无意识的灌输和偏离 目标的教学活动 。 布鲁纳 曾经说过 ，

“

最佳的课程设

计还有另
一个影响 ， 那就是他们将其用作判断学生进步的标准

”

。 逆向设计下的课

程
一切围绕 目标展开 ， 通过经常在脑海中反复的 目标意识 ， 我们所选择的一切 内容 、

评价手段 、 活动方式 、 任务才会为达成 目 标而服务 。

２ ．评估设计先于课程实施

逆向设计中 的
“

逆向
”
一

方面指从输 出端开始思考教学 ， 另
一方面便是指评估

设计的提前 ， 将其置于 目标设计之后 。 传统的教学中 ， 教学评价存在的 目 的是以检

査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存在 ， 常见为听写 、 单元测试 、 期末测试等 ， 在教师进行教

学设计时往往不会考虑到对学生的评价 。 上一章我们看到的第
一

则大单元教学案例

中 ， 会在不同的任务后穿插小练习 以及在单元学习后做一套单元测试题 ， 这些评估

方式的存在并不是提前预设的 ， 而是在过程中针对某一任务的练习而设计 、 在一个

单元后针对一个单元的基础知识而设计 。 在逆向教学设计中 ， 指 向 目 标的评价是教

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教师不容忽略 ， 它是检测学生是否达成教学 目 标的证据 。

既然一切教学围绕 目 标而设计 ， 那评估教学作为监测 目 标达成情况的教学策略是真

正落实学习 效果的工具 ， 因此逆向设计要求教师在明确 了教学 目 标之后便紧接着要

考虑评估教学 。 这样的评估便是紧紧围绕 目标而设计 ， 根据评估教学所需要的证据

形式 ， 再去选择合理的教学 内容 、 活动与任务 ， 才是落实学生学习效果的最佳教学

方法 。

３ ？科学的置化工具

在逆向设计中 ， 除 了逆向设计模板 ， 针对每一阶段 内容的设计都有一套量化的

工具 ， 这套工具为设计过程提供了协助 ， 帮助教师在进行单元设计时能够精细的进

行考量 。 关于学生的理解 ， 逆向设计明确给出 了理解的六个侧面 ， 当我们把理解的

六个侧面渗透到逆向设计的三个阶段中 ， 它便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所需要的理解 、 必

要的评估任务和最有可能促进学生理解的活动 ， 并帮助学生构建 自 己的理解 ， 不

仅接受
“

灌输
”

， 而且还积极地揭示其背后的 内容 。 关于评估的证据 中 ， 表现性任

务使用 ＧＲＡＳＰＳ 进行架构 ， 因为 ＧＲＡＳＰＳ 描述 了真实评估的特征 ， 我们在设计表

现性任务时 ， ＧＲＡＳＰＳ 给出 了相应提示 ， 帮助教师进行构建 。 在设计教学计划时 ，

逆向设计又给出 了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 ， 针对这些元素 ， 教师可 以进行关键性思考 ， 帮助

不断完善教学计划 。 在设计教学时 ， 不仅能够进行逆向思考 ， 还能够用科学的量化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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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完善设计 ， 可 以说是制定
一

套非常严格标准的单元教学设计 了 。 针对大单元教

学中 ， 任务如何设计 、 怎么设计 、 计划如何制定 、 怎么 也可以说是给 出 了
一套完美

的答案 。

４ ．逆向思维的关键

在逆向设计中 ， 思考教学的起点不是
“

教
”

的行为 ， 而是学生
“

学
”

的结果 ，

这就决定 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教学思维方式 。 在教学中运用逆向思维带来的是对教师

的
“

教
”

和学生的
“

学
”

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 是对教学结果的充分预设 ， 这

样思维下的 目 标与结果之间的距离是在实际效果上的重合 。 具体来看 ， 逆向思维主

导下的教师会重点考虑为达成学习 目标学生应有的行为表现 ， 这些表现作为学生完

成学习 目标的表现性任务存在于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 ， 在学生 己有经验的基础之

上教师要逆向思考如何缩小 目 标与学生现实学情之间差距的教学方法 、 手段 ， 为此

学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技能 以便于更轻松的缩小差距 。 这样的教学思维
一方面增强

了教学过程中 目标达成的必然性 ， 另
一方面从 目 标与现有学情之间 的差距思考教学

措施也更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

（四 ） 运用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 、 可能性分析

本研究涉及逆向教学设计和大单元教学设计两种理念 ， 试图运用逆向设计探查

改进大单元教学的策略 ， 因此本章将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利用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

学的必要性 、 可能性以及具体的优化方向 。

１ ．运用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分析

（ １ ） 落实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

大单元教学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上提出 了 明确的要求 ， 从大单元教学理念落成

起便始终追随核心素养的育人 目标 。 但是 ， 培养与落实是两个概念 。 大单元教学在

教学过程的设计上能够统整情境 、 任务和活动 ， 形成完整的语文学习方案 ， 并在真

实地语言情境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 确实能够在理念上贯彻核心素养为纲 ， 但是

最终的学习成效如何 ， 学生是否学到 了相关素养 ， 在大单元教学的评价方案中我们

目 前无法得出有效的结论 。 大单元教学尽管改进 了有关教学过程的方案设计 ， 但是

在对于教学评价方面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教学的束缚 ， 并没有在教学评价上进行改

良 。 教学评价是检验学生学习 目 标达成情况的诊断机制 ， 没有完整评价的教学方案

无法确定完整 目标的达成情况 ， 也就无法真正地落实核心素养 目标的实现 。

逆向教学设计在评价机制上有一套完整的设计体系 ， 始终做到围绕教学 目标展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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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评价与教学 ， 是能够有效检验 目 标达成情况的教学理念 。 利用逆向教学在评价体

系上的理念弥补大单元教学在评价教学上的不足 ， 是落实核心素养育人 目标的关键

举措 。

（２ ） 转变顺向思维刻不容缓

何为顺向思维 ， 教师在教学中先考虑教学的 内容 ， 再根据教学 内容考虑教学方

法 ，

一般不会涉及评价的的思考方式即为
“

顺向思维
”？

。 在我国传统教育 中 ， 教

师作为教育过程的主导者 ， 是制约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 教师在顺向思维方式的思

考之下 ， 从教的行为出发进行教学设计 ， 根据教学 内容采用怎样的教学方法 、 手段 、

策略 ， 组织怎样的素材 。 这样的顺向思维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行为

表现思考较少 ， 不会考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需要有怎样的表现 ， 也不去思考学

生实现学习 目 标后会真实获得怎样的反应 ， 是明显的顺向思维的教学方式 ， 而因此

出现的教学 目 标游离在课堂之外 、 评估设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究其最深层次的原因

也是顺向思维的主导作用 ， 使得教师认为沿着这样的教学行为开展教学便是达成教

学 目标的过程 ， 对于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教师教学行为之间的关联缺乏思考和认识 ，

如果说教师的教学行为是
“

因
”

， 那学生的学习成果就是
“

果
”

， 在顺向思维的思

考之下重视教学的
“

因
”

却忽略教学的
“

果
”

， 势必会带来教学效果不理想 ， 目 标

完成模糊的 问题 。 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教学急需转变顺向思维 ， 探查逆 向思维

的优势解决当前存在的 问题 ，

（３ ）
“

以学定教
”

的教宵诉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 我国 的基础教育掀起一股教育思想改革 ， 作为将关注

的方向转向学生和学习 的
“

以学定教
”

由此便成为基础教育界的重要学法指导理念 。

？“
以学定教

”

意指教师的
“

教
”

需要 由学生的
“

学
”

来确定 ， 具体来说就是以学

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 的进展情况为依据来确定教师教学的 内 容和方法 ， 这在任

何时候都应当视为教育的清规戒律 。 教育最终是为了学生的发展 ， 那教育的最初一

定是从学生出发 ， 反观当前的教育 ， 教学的最初确实会考虑到学生的学情 ， 但是 以

学定教不仅仅只是以学生的最初准备情况为依据开展教学 ， 更重要的是以学生的最

终学习为初始 ， 也就是以终为始的教学思路的重要性 ， 这才是教学过程完整的
“

以

学定教
”

的教育理念 ， 也只有将学生的最终学习提到教育的开始 ， 才能确保教学 目

标的有效落实 。

在大单元教学中 ，

“

以学定教
”

理念的落实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安排中 ， 真实情

？ 艾建萍 ，李帮魁 ． 以逆 向思维优化教学预设 ［
Ｊ
］

． 教学月 刊 ？ 小学版． ２ ０ １ ８ ． １ ０

？
韦 国锋．

“

以学定教
”

十年研宄
［
Ｊ
］

． 基础教育研宄 ． ２００７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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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设计做到预先 了解学生的生活经验 ， 充分考虑学生的学情 ， 统整情境任务活动

的巧妙构思在塑造完整的人 ， 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与素养方面处于领先的优势 ， 真正

做 以学生为中心 。 但是在关注学生最终的学习效果上欠缺一定的思考 ， 教学之初并

未对学生最终习得的 内容和表现进行预测 。 而逆向教学设计便可 以解决大单元教学

在这方面的不足 ， 逆向教学设计主张由学习结果导 出教学 ， 从学生最终的 习得开始

逆向思考 ， 对预期结果的方方面面进行周密的预判 ， 这样教学过程中也始终会围绕

着学生的
“

学
”

进行设计 。 因此 ， 利用逆向设计中 以终为始的教育理念优化原先的

大单元教学 ， 才是完整的落实了
“

以学定教
”

的教育理念 。

２ ．运用逆向设计优化大单元教学的可能性分析

（ １ ）
“

单元
”

教学为优化设计提供必要前提
“

单元
”

教学是指以一个单元为单位进行教学 ， 而单元是按照一定的主题或 目

标组织起来的教学单位 。 传统的单篇教学中尽管每一篇课文也都散落在不同的单元

下 ， 但是并没有发挥单元的架构作用有机地将课文组织在一起 ， 导致针对每篇课文

平均用力 ， 讲课方式始终如一 。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以教材中 己有的单元为单位进行

统筹 ， 使得
一

个单元成为一个完整的教学方案 ，

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微课程 ， 属于典

型的单元教学法 。 逆向教学设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模板 （ Ｕｐｂ ） ， 倡导教师开展指 向

理解的单元教学 。 这里的单元教学实质是 内 容单元 ，

一

定主题或 目标的 内容围绕这

个模板制定教学方案 ， 应用到我国 的教材中 ， 以
一

个单元的 内容为单位进行逆向设

计同样可行 。 在单元教学的基础上 ， 也就是在不变动原先部编版教材单元的情况下 ，

利用逆向教学设计的理念优化大单元教学 ， 教学单位的统一就为两者的结合铺平 了

道路 。

（ ２ ） 真实情墉为优化设计提供结合点

教学过程中 ， 引 入真实情境让学生在真实可感的任务活动中解决问题是逆向教

学设计和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共同理念 。 大单元教学中强调学生核心素养的获得必须

要通过在真实的情境下运用什么知识完成怎样的任务的方式来获得 ， 因此通过大单

元教学的案例我们也可以清晰看 出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总的大情境 ， 在情境下穿插

各样的任务与活动 。 逆向教学设计也重点强调 了真实世界作为课程的背景的重要

性 ， 学生对某一知识 、 技能的理解程度是反映在真实的任务之下的 ， 越是能够体验

成人世界中真实的的思考 ， 越能够帮助学生促进知识的理解 ， 学生需要知道在真实

世界这个大环境下成人是如何运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 ， 并且能够理解在课堂上进

行这样的练习是对于未来能够有效地迁移运用 的关键 。 逆向教学设计与大单元教学

设计都在情境的设计上达成共识 ， 倡导学生在情境下完成任务 ， 获得解决问题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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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相关素养 ， 这就意味着教学过程的推进与完成都是在情境中进行 ， 而非是逐篇

课文根据段落进行知识点讲解的枯燥体验 ， 这是二者的重要结合点 ， 也是意味着教

学过程推进方案的统一 。

（３ ） 共同目标为优化设计提供统一方向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在 必喂 办 Ｄｅｓｉｇｗ

—书 中强调教学设计最重要追求

的是学生达成理解的 目 的 ， Ｕｂｄ 提供了理解的六个侧面 ， 在教学中可以用这六个侧

面作为评估的指标 ， 但总的来说理解是关于知识迁移的能力 。 逆向教学设计倡导的

理解的能力 目 的在于能够将所学的知识迁移到新的甚至有时令人感到 困惑的情境

中去 ， 更甚者如果我们通过理解一些关键的想法或者策略来进行学习 ， 我们便可以

创造新的知识并达到更深入的理解 。 这是倡导在教学中安插真实情境的 目 的 ， 让学

生在解决问题中去理解解决问题的关键思路 。

大单元教学 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 摒弃传统单篇教学和 以单个知识点识记

为主的教学方法 ， 着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点 的理解与运用 ， 帮助培养学生在完整的教

学方案中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 ， 发展做事能力 、 正确 、 持续做事能

力 ， 摘掉
“

高分低能
”

的帽子 ， 能够 自主学习主动适应未来瞬息万变和知识呈指数

增长的高速发展的社会 ， 这是大单元教学提出 的主要 目标 。 这样来看 ， 大单元教学

设计与逆向教学设计的 目 标存在异 曲 同工之妙 ， 大单元教学意在培养学生主动学

习 、 发展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 提高学生的素养 、 品质 ， 归总一句话就是迁移知

识的能力 ， 这与逆向教学设计相同 。 逆向教学更深一步的探讨 了迁移能力 ， 迁移的

不仅是知识与技能 ， 迁移的还是解决问题中 的关键思路和策略 。 两个教学理念在总

目标上的一致性为双方进行结合提供了统一方向 ， 可谓劲往一处使 ， 这样在效仿逆

向教学设计相关理念时就避免 了大方向 的错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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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基Ｔｉ齡股ｉｒｔ？攸化酿献 学语文大单 样设 及案例

本章将在大单元教学和逆 向设计两种教学思路的基础之上 ， 利用逆 向设计思路

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 ， 并对优化策略进行详细分析 ， 进而设计基于逆向设计的大单

元教学教案 。

（
―

）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优化分析

１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程序设计

针对大单元教学 中 出现的 目 标设计模糊 、 过于注重活动设计 以及评估教学不深

入等 问题 ， 我们借鉴逆向教学设计有效培养的思路探查改善这些 问题的对策 。

我们先来分别看大单元教学流程图与逆向教学设计环节 ：

核心素养课＿标准教材—

确定预期结果
单元 目 标 一

”

丨

内 容 重构 一

选择教学 内 容 ． ｗ▼

． 拓展 资源―

选择评估证据

情境 ＊
？

教学计划 任 务 ｗ

． 活动 ｐ７

４ Ｊ

：设计教学活动



单元教学评价设计ｗ




大单元教学设计逆向教学设计

图 ４ ． １ 教学设计流程图

逆向教学思路 中对于预期结果 的设计完整而全面 ， 我们利用逆向 教学设计中对

于预期结果设计的模板改 良大单元教学 的 目 标设计 ， 同 时转换原先教学评价的 思

路 ， 在课程实施之前考虑对于学生的评价 ， 将评价视为检测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结果

的依据 ， 保留原先大单元教学中情境任务活动的设计 ， 但同时又 以逆向教学设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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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和 ＧＲＡＳＰＳ 元素作为检查活动设计是否科学的工具 ， 根据这样

的优化思路 ， 我们来看优化后 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流程图 。

核心棄养 、 课程标准 、 教材

Ｖ
－

确定顸期结果

迭择评估证据 －

（

■

内 容重构
迭择教字 内 容 －

ｎ拓展资源
（ ＴＨＥＲＥ ＴＯ亓羞 ）

？ｆ

情境

教字

ｊ

＋划
＿ 任务

＿

活动
＂

Ｖ
＂

单元教字评价设计

图 ４
．２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流程图

２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思路分析

综合来看这个流程图 ， 我们可 以看到优化后的大单元教学在保留原先部分关键

步骤之外加 了 确定预期结果 、 选择评估证据 以及 ＷＨ ＥＲＥＴＯ 、 ＧＲＡ Ｓ ＰＳ 元素这样的

四个 内 容 ， 对于大单元教学的最初教学设想完整地保留 了 下来 ， 这样 的一个完整 的

大暖设计依 旧是指 向素养的 、 相对独立的 、 体现完整教学过程的课程细胞 。

具体来看增加的部分 ， 确定预期结果替换为原先的单元 目 标 ， 意在指导教师从

教学的输出端进行整体教学构想 ， 将学生最终可 以学到的实质 内 容作为开始教学的

源头 ， 这是一大教学思路的转变 ， 这样的转变坐实 了 目 标的最终归宿 ， 从教师想要

教会学生什么 的教学 目 标变成学生最终可 以学到什么 的学 习 结果 ， 体现 了 学生为本

的教育观 。 增加的第二个 内 容即选择评估证据 ， 这一逆 向设计思路的 引 入攻克 了 以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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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教学中教学有效性低的 问题 ， 在 目 标制定之后 ， 根据最终学生能学到的 内容选择

相应的评估证据 以落实学生 目标达成的情况 ， 只有当全体学生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

并且完成的情况达到 了标准 ， 教师便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学生理解 了该 目 标 。 在传统

的教学中 ， 在教学评估上
一

线教师们做的很少 ， 简化下来就变成 了一张张单元测试

卷 ， 这样的评估证据在逆向设计中存在 ， 但却不足称道 ， 因为试卷评估指 向 的 目 标

只有知识性 目 标 ， 对于单元的
“

大概念
”

理解程度 、 学生做事能力的评估却不见了 ，

因此将逆向设计思路中完整的针对 目 标选择不 同 的评估证据这一评估教学的方法

引入大单元教学 ， 完善并且优化提升 了评估教学的效果 ， 这便是第二大教学思路的

转变 。

这是优化后 的大单元设计的两大主要转变 ， 对于 引 入的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和

ＧＲＡＳＰＳ 内容 ， 则是帮助教学设计的科学与全面 ， 教师在设计教学体验以及表现性

任务时 ， 可以利用这两大 内容作为检测标准 。 用讲故事作类比来说 ， 故事需要情节 、

人物和背景 ， 这些故事元素正如 ＷＨＥＲＥＴＯ 和 ＧＲＡＳＰＳ
—样 ， 是对设计元素的概

括 。 将逆向设计中这两种科学的分析工具 引 入大单元教学 ， 有利于使其教案更加科

学全面 。 同时正因为评估教学置于教学设计之前 ， 要懂得评估教学对于任务活动的

引 导作用 ， 情境与任务的导 出要能成就评估中所需要的所有证据 ， 而不是将学生的

兴趣作为任务活动选择的依据 。

（二 ）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分析

１ ．完善大单元教学目标 ， 指向语文核心索养

曰本著名 的教育专家佐藤正夫认为
“

目 标是一切教育现象 、 过程得以形成与实

现的基准点
”

① 。 目标设置正确与否将直接关涉整个教学的方向 ， 因此教学 目 标的

设置作为大单元教学的核心要义在对于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上 占据重要的地位 。 大

单元教学在 目 标设置上要解决的 问题便是如何像一把命中率极高的剑射中核心素

养这个把心 。

（ １ ） 目标设计的逆向性
“

从
一开始就考虑结果和 目标 ， 这意味着您对 目 的地有清晰的 了解 ， 这意味着

你知道要去的地方 ，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 了解 自 己现在的位置和去 向 。 确保一直朝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

”

②逆向教学设计在 目 标设置上强调这样的备课原则 ， 从输出

端开始思考教学 ， 将预期结果作为 目 标 ， 开展 目标导向 的教学设计 。 从源头开始思

？
佐藤正夫著钟启泉译． 教育学原理 ［

Ｍ
］

． 北京 ： 人民教育 出版社 ，
丨 ９９６ ．

？ 沈飞 ． 用逆向备课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以八上第三单元 （ 文言单元 ） 为例
［
Ｊ
］

．教育理论与方法 ． ２０ １ ９
（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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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目标 ， 从学生学的角度逆向预设教师的教与传统顺向教学大相径庭 ， 因此在大单

元教学过程中采用逆向 目标设计的思维方式 ， 帮助教师在教学开始前思考学生的学

习结果 ， 学生预设得到的核心素养 ， 并分析学生现有的学 习水平与期望达到的学习

目 标之间 的所需要的关键思维路径 ， 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和障碍 ， 在这样的

思考过程中一步步精准把握本单元的核心素养 目标 ， 对于有效落实语文核心素养 目

标起着关键的作用 。 传统的根据三个维度制定教学 目标的方式在指 向核心素养的教

学改革中被核心素养 目标所代替 ， 未来根据逆向思维的模式制定指向核心素养的教

学 目 标将会成为大势所趋 。

（２ ） 目标设计的长期性与优先性
“

在设置教学 目 标时 ， 我们应该充分强调长期 目 标的优先次序的重要性 ， 只有

对学习 的最终 目标的优先次序形成一致的意见后 ， 我们才能对要教什么 、 不教什么 、

重点是什么和需要弱化的是什么做出合理判断
”

。 ①逆向设计在 目标设计中尤为强

调长期 目 标 以及其先后次序的重要作用 ， 最终 目 标的确定依据来源于州立 内 容标

准 、 区域项 目 目标和学科 目标等 ， 以此来作为教学优先考虑的结果 。 在教学 目标中 ，

如果没有长期 目标发挥作用 ， 教师在教学中教学的格局会受限 ， 对于学生长远的发

展并无效益 ， 从而只去完成短期的 、 与 内容相关的 目 标 ； 如果 目 标没有优先次序 ，

教师在教学中会出现将所有 目 标同等看待且彼此割裂的 问题 ， 从而陷入成千上万零

散知识和技能之中 ， 知识的支离破碎也便由此开始 。 指向素养的教学改革中 ， 核心

素养作为教学 目标要充分发挥 目 标对学生影响的长期性作用 ， 在大单元教学 目标的

设计上 ， 确保 目标不囿于课文 内容 ， 对 目 标的优先次序做到心中有序 ， 指 向学生的

能力 、 品质和价值观 ， 旨在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 运用知识做事 、 持续做

事 、 正确做事 。

（３ ） 目标设计的全面性

作为预期结果的 目标 ， 不仅要能够考虑到学生最终的学习 目标 ， 还需要对学生

在达成这些 目 标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正确的预估 ， 如何在顺从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的前提下 ， 帮助学生到达最近发展区等 。 在逆向设计中 ， 对于 目 标的制定提出 了 很

严格的标准 ，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制定的逆向设计模板中 ， 我们可以看到预期结果需

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 ， 包括单元 目标设计 ， 回答 了本单元确定的
一个或多个 目标 ；

学生需要理解的 内容 ， 在这里理解要基于可迁移的大概念来确定 ， 即能够将本单元

目标 ， 知识和技能串联起来的核心概念的理解 ； 基本问题的构想 ， 基本问题是引 导

？（美 ） Ｇｒａｎｔ Ｗ ｉｇｇ ｉｒｓ ＆ Ｉａｙ Ｍ ｃＴｉｇｈ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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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关注本单元重要 内容 ， 引 导学生进行探宄性教学的关键性思考问题 ； 学生将会

知道什么 、 能够做什么是回答 了学生在达成 目 标的过程中 需要掌握的帮助理解的知

识技能已经学生在学成之后将能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 这一系列完整回答 了教师在

从学生学的思路进行思考时需要解决的所有 问题 ， 当预期的结果通过这样
一

个模板

全面回答了教学 目标的所有问题时 ， 这样的大单元教学 目 标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明确

单元学习 的方向 ， 还可以帮助学生监控 自 己的 目标达成情况 ， 对于教学的过程也起

着强有力的指引 和导 向作用 。

２ ．确定大单元评估证据 ， 落实语文核心索养

通过逆向思维综合分析得来的教学 目标是整个大单元的教学的预期希望 ， 但是

学生最终是否能够到达 目 的地 ， 到达的程度如何 ， 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 目 前

的大单元教学中 ， 依照传统顺向思维方式 ， 对于评估的落实并不理想 ， 如何借鉴逆

向设计原理改进评估教学 ， 是落实 目标的关键措施 。

⑴ 评估证据选择的有效性

评估证据是指能够被看作成功学习 的证据 。 逆向设计中 ， 在预期 目标设计好之

后 ， 并不是直接考虑教学 ， 而是在设计活动之前 ， 思考针对预期结果 ， 相应的评估

是什么 ？ 什么是可以被看作所寻求成功学习 的证据 。 评估证据选择的有效性将直接

决定本单元学生学习成果 ， 在逆向设计中 ， 评估证据的选择需要考虑预期结果 ， 依

据预期结果甄选评估证据是确保教学围绕教学 目 标展开的前提 ； 其次 ， 在选择评估

证据时 ， 教师需要时刻提醒 自 己该阶段的 目 标是找到合适证据而不是有趣的项 目 或

任务尽管我们希望评估有趣 ， 但是有趣不是评估证据选择的主要观点 ， 很多项 目 是

有趣的且有丰富教育意义的 ， 但是相 比能够提供一个关于特定理解或技能的更为确

凿的证据是保证证据选择有效性的关键 。 评估证据的选择是在 以往我们的传统教学

中不 曾有过的 ， 在大单元教学中加入逆向设计中关于评估证据选择的思考 ， 并且保

证评估证据的有效性 ， 是需要一线教师克服困难深入思考的 。

（ ２ ） 评估证据选择的多样性
“

完整的评估不是
一张快照 ， 更像是收集 了纪念品和图片 的剪贴簿

”

。 ①在教

学完成后一考 了之不是逆向设计的作风 ，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各种方法和形式收集大

量证据才是 。 关于评估的各种方法 ，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制作 了 一个评估连续统 ， 详

见下图 ：

？ （ 美 ） Ｇｒａｎ ｔ Ｗ ｉｇｇ ｉ ｒｓ ＆ 丨ａｙ ＭｃＴｉ ｇｈ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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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解的非正式检査 观察与对话 随堂测验与考试 问答题 表现性任务

＃？
图 ４ ．３ 评估连续统

这个评估连续统提供了大部分的评估方法 ， 他们在规模上从简到难 、 在时间范

围上从短期到长期 、 在情境上从非真实到真实等各方面不同 。 其中对理解的非正式

检査包括课堂上的 口头提问 、 观察 以及对话 ， 这些评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反馈 ， 是

课堂上伴随式评估的一种 ， 这种评估通常无需点评和打分 ； 随堂测验和考试通常采

用 问答题或简答题的形式 ， 属于对事实性信息 、 概念和技能的考评 ； 问答题一般属

于开放性问答 ， 学生需要具有批判性思维 ； 表现性任务属于难度最高的一种评价方

式 ，

一

般映射的是成人世界中真实遇到的 问题 ， 往往需要情景模拟或者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亲临感受和体验 ， 从短期到长期的任务完成过程中 ， 反映的是学生应变能力

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迁移运用能力 。 这些种种形式的评估都是针对不

同类型知识和 内容选择的证据类型 ， 确保预期结果中 的 目标都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

解决 ， 因此评估形式的多样
一方面是针对预期结果而言 ，

一

方面也是用于提供考评

形式的多样性参考 。 大单元教学中采取针对 目 标的多样合理的考评形式是对与教师

掌握学生学习状况的一手数据来源 ， 对于进一步修改以及完善更合理的教学策略提

供参考 。

（３ ） 评估证据选择的真实性

指向素养的学习必须是真实学 习 ， 真实学习 必须有真实情境和任务的介入 。

？
由

此可见 ， 真实性不仅对于逆向教学设计来说是必要的 ， 对于大单元教学亦是视为焦

点 。 不同的是 ， 在逆向教学设计中
“

真实
”

更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 评估证据的
“

真

实性
”

可 以是
一个模拟真实世界检验学生的情景 ， 可 以是过程中需要学生的 自 主判

断和创造的测试 ， 可以是能够帮助学生获得与成人在真实工作与生活中一样的真正

的测试 ， 亦或是一个允许学生复述 、 练习 、 合作 、 査阅资料并得到反馈来改进的表

现或作品 ， 简单来说 ， 评估证据选择的
“

真实性
”

更重要的是学生探索体验过程的

真实性 。 这样一个证据不一定是绝对真实的 ， 但是学生探索解决的过程一定是真实

性的参与 。 在大单元教学中 ， 介入评估证据选择的环节 ， 并确保证据的
“

真实性
”

，

保证学生的真实学习 ， 对于学生获得完整的素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

３ ．优化教学过程 ， 践行语文核心索养

在践行了 目 标设计和评估证据的设计之后 ， 便是设计教学过程 。 在保留大单元

？
崔允澳 ． 学科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 ［

Ｊ
］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０ １ ９
（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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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理论下 ， 结合教学 目标与评估证据优化任务活动安排 ， 落实预期结果和表

现 目标 ， 践行语文核心素养 。

（ １ ） 教学过程的实效性

最佳的教学设计一定是能够真正方便学生掌握的 ， 而不只是在思考和逻辑上站

得住脚的 。

？确保最终教学设计是真实有效的 ，

一方面要完全对接预期的结果和评

估证据 ， 另
一

方面教师要充分思考学习者在面对预期结果时需要做什么 ， 如何有效

对课堂 内外做到合理的安排 ？ 大单元教学中 ， 过于考虑任务活动本身的安排 ， 对于

目 标与学生两方面的思考存在欠缺 ， 在介入逆向设计原理下预期结果和评估证据两

个思考后 ， 充分全面考虑教学设计 。 尽管每
一位教师都有 自 己独立的教学风格 ， 或

驾熟就轻的教学习惯 ， 但是逆向设计逻辑要求我们所设计的活动都要经得起推敲 ，

并与前两个阶段各项条 目 相对应 。 这是改革的一大挑战 ， 对于教师的素质要求 自 然

较高 。

（２ ） 教学过程的科学性

利用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检查设计时逆向设计逻辑科学性的体

现 。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在前面我们 己经做过详细介绍 ， 它广泛适用于各类学科 ， 不存

在特殊性 ， 对于保障我们单元设计的全面提供 了分析的标准 。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的产

生对于我们教学的一大启示便是严谨与科学 ， 在教学中思想允许随性与 自 由 ， 但不

允许毫无依循的散漫 。 教师在设计教学中尤其要注重这一点 ， 切不可顾此失彼 ， 注

重 了短期学习 的成功而导致离散的知识的获得 。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便能够保证设计的

整个过程是完整的 、 有 目 的的 ， 帮助我们专注而不至于偏离 。 另
一种策略 ， 利用逆

向设计中理解的六个侧面也有助于提示教师在设计时设计更多有趣有效的活动 。 因

此 ， 大单元教学设计过程中 ， 借鉴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和理解的六个侧面帮助完善了教

学活动安排 ， 也提高 了
一线教师心中对于科学与严谨的重视度 。

（三 ） 部编版小学语文大单元设计优化案例

１ ．优化设计方案

逆向教学设计要求从教学结果开始思考教学 ， 先思考教学 目标 ， 再确定教育评

价 ， 最后进行教学计划 ， 使用逆向教学设计可以大大改善大单元教学受传统教学思

维定式产生的一系列 问题 。 本章在第三章介绍的大单元教学案例
一

《生活万花筒 》

的基础上使用逆向教学设计进行优化 ， 希望可以在避免之前问题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

？（ 美 ） Ｇｒａｎｔ Ｗｉｇｇ ｉｒｓ ＆ Ｉ ａｙ ＭｃＴｉｇｈｅ 著 ．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 第二版 ）
［
Ｍ

］
． 闫寒冰等译 ． 上海 ：华 东师范大

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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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单元教学的有效性 ， 两个案例进行对比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采用逆向教学优

化后的案例的优势 。

本单元以儿童生活为专题 ， 编排了三篇文章 ， 分别为 《 明天要远足 》 、 《大还

是小 》 、 《项链 》 ， 其中 《 明天要远足 》 和 《大还是小 》 从儿童心理的角度出法认

识 自 己的情绪 ， 《项链 》 则从大海出发感受 自然生活 ， 在本单元语文园地中安排 了

家庭成员 的称谓学习 ， 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 自 己的家庭构成 。 三篇文章加语文园地

分别从 自 己 、 自然和家庭称谓 中去帮助解读生活 ， 有利于学生 以小见大 ， 认识到生

活的全貌 。

２ ．具体优化设计思路分析

基于逆向设计的大单元教学主要 以修改原先大单元教学 中存在 的三大 问题为

主 ， 因此该案例的设计在保留原大单元教学的基础之上主要优化 目 标设计 ， 増加教

学评估设计 ， 最后针对 目标设计 、 评估设计修改教学体验部分 ， 并使用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进行完善 ， 接下来笔者将就这三个方面的改动思路进行阐述 。

（ １ ） 确定预期结果

教学 目标是学生学完之后最后要达到的结果和 目 的 ， 在课程设计之前 ， 首先分

析教学 目 标 ， 只有当综合设计出 明确 、 可操作的教学 目 标 ， 评价教学和教学过程才

能紧密 围绕 目 标进行设计 。 逆向教学在确定 的 目 标中主张制定的 目 标需要是长期

的 、 正式的 。 大单元教学关于单元 目标的确定尤其强调 了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 主张

依据课程标准 、 核心素养的要求 以及教材相关 内容进行制定 。 《语文课程标准 》 中

提出 ，

“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 的综合性 、 实践性课程 ， 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的语文课程必须使全体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
”？

。

在基本问题上 ， 基本 问题的层层递进在预期结果中 的地位不容小觑 ， 它们能帮

助教师更好地关注大概念 ， 能够协助获得大量内容知识并将其塑造成吸引 人的 、 发

人深省的 、 有效的教学方案 ， 并且可 以避免基于活动设计和基于灌输的设计这两个

误区 。 在原先的大单元教学案例中 ， 并没有基本问题的设计 ， 因此 ， 整个教学过程

并没有紧密 回答如何达成教学 目 标 。 根据逆向设计原理 ， 围绕
“

儿童生活
”

这一大

概念 ， 为使学生理解生活的概念 ， 主动说出 自 己的生活 ， 提高 自 己的生活管理能力 ，

我设计本单元基本 问题如下 ： ①生活 中有哪些有趣的事 ？ ②你 了 解你 自 己吗 ？ ③
“

大海的项链
”

是什么 ？ ④你们家有几 口人 ？ ⑤这些字你都认识 了 吗 ？ 你学会了哪

些构字的方法 ？
一

年级的学生 目 前只能回答简单的 问题 ， 对于太复杂的 问题一方面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制定 ．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 （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Ｍ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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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另一方面在语言表达上可能还会存在 问题 ， 因此 ，

一年级的学生在本单元的

学习 中
一是学习生字词 ， 掌握一些构字的规律 ， 然后便是能够从 自 己 、 家庭 、 自然

中去感悟生活的百味与乐趣 ， 同时这些基本 问题的设计也为本单元教学的层层推进

有质 的作用 。 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 ， 学生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有 ： ①认识本

文的所有生字词 ， 理解文中重点句子的意思 ； ②知道在读绘本和课文时 ， 代入角色 ，

有感情朗读 ； ③了解大海的神奇 ； ④会画家族图谱 。 学生在学完本单元后 ， 将能够 ：

①更加 了解 自 己 ； ②学生将更加 了解 自 然 ， 热爱 自然 ； ③学生将能够给家庭成员排

座位 ； ④学生将提高生活管理的技能 ； ⑤学生将能够 了解偏旁部首与字义之间 的联

系 ， 学会新的识字规律 。

在分析 了基本 问题 ， 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能够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将这些问题

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 目 标 ， 原先的 目标设定除规定 了识字这一确定可执行的 目 标之

外其他的 目 标并不能够明确指向学生的 习得成果 ， 经过认真研宄和思考 ， 结合逆向

设计中 目 标制定的思路 ， 根据核心素养和课程标准 ， 重新拟定本单元 目标为 ： ①随

文识字 ， 认识本单元的 ３ ８ 个生字和偏旁 ； 会写 １ １ 个生字 ， 积累词语 、 成语 ， 结合

生活经验学习词语搭配 ， 掌握一些构词规律 。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 掌握必备的

识字认字技能是必要的 ， 也是学习本单元所有 内 容的前提 。 ②学生将理解有关生活

的概念 ， 从小处着眼感受生活 ， 了解生活中 的 自 己 、 了解 自 然生活 、 了解家庭生活 ，

以提高对他们的认识 ， ． 培养对生活的喜爱之情 ， 进而提高生活管理能力 。 这一 目标

聚焦 了原先 目标中有关生活的 内容 ， 从 自 己 、 家人 、 自然入手 ， 提高 自 己的生活管

理能力 ， 实质上提升了 目标的可操作性 ， 也为本单元提供了最终学生的学习 目 标 。

③学生会有感情的朗读 ， 能够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 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 ， 并结

合单元主题说说 自 己的生活 。 这样的 目 标 ， 既点 明 了本单元的核心大概念
“

儿童生

活
”

， 又符合课程标准提出 的培养正确价值观的情感 目 标 ， 还针对教材提出 了具体

的识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目 标 ， 在培养学生语文素养能力方面 ， 要求能够根据上

下文和生活实际解释文 中重点词句的意思 。

（ ２ ） 确定合适的证据

①指向教学 目标的评价

教学 目标的确定意味着奠定 了整个教学的基调 ， 接下来如何保证学生能够达成

目 标需要教师进行不断的思考 。 因此 ， 评价教学方案的设计是落实学生学习成果的

关键 ， 包括针对不同的预期结果寻找相应的评估设计 。

结合本单元教学 目 标的特点 ， 本研宄将教学评价分为两个部分 ： 过程性评价和

单元形成性评价 ， 每
一

部分均要落实教学 目 标 。 首先 ， 在过程性评价上 ， 设计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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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性任务和几个课堂检测 ； 两个表现性任务主要指向教学 目标 ２ ， 其中 ， 设计
“

我

当小管家
”

表现性任务中 ， 教师依 旧提供不同情境 ， 学生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境为家

庭成员安置座位 ， 帮助学生通过深入了解家族成员关系进而安排适当的位置并说明

理由 ， 解决现实中的座位问题 ， 同时也能提高孩子们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

我当小导游
”

： 设计同学们一起郊游的情景 ， 请同学们小组合作 ， 以导游的身份

分别介绍 自 然景区 ： 大海 、 森林 、 草原的特点 ， 画 出他们的模样 ， 找出他们必去不

可的理由 ， 最后 比一比哪个小组制作的最精美 。 这两个表现形式任务分别从了解家

庭的生活和 了解大 自然三个角度进一步解读生活 ， 感悟生活的乐趣 。 在认识生活中

自 己的心情变化的 目 标上 ， 设计
“

心情记录卡
”

小任务 ， 教师设计不同情境 ， 通过

画
一画 、 说一说 ， 来帮助学生 了解 自 己的真实想法 ， 唤起他们类似的感受 ， 弓

丨 发共

鸣 ， 知道生活中 的 自 己原来也有多种情绪 ， 当面对这么 多情绪时 ， 我们应该如何管

理 自 己的情绪 。 关于教学 目 标 １
，需要通过纸笔测验进行相应的检查 ， 教学 目标三则

需要学生在课堂上和同学们进行交流 、 分享 ， 教师进行指点的方式帮助提高学生的

文本解读能力 。 因此 ， 在针对教学 目标 １ 和 ３ 中 ， 设计开放式问答题 、 小测验 、 听

写 、 问答便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证据类型 。 在单元形成性评价上 ， 主要 以试卷的形

式进行考察 ， 考虑到一年级的学生 目 前在写字能力上还存在欠缺 ， 因此试卷主要指

向知识性 目 标的考察 ， 对于能力 目 标的考察主要在课堂上进行 。

在这个评价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针对知识型的 目 标 ， 我们采用 的是与往常一样

的纸笔测验 ， 针对教学 目 标 ２ 这样的情感态度 目 标我们采用表现性任务的形式 ， 统
一情境 、 任务和活动 ， 使学生们 自 己通过合作交流表达 自 己的观点 。

②评价评估的方式

评价的形式出来并不意味着评估教学的完成 ， 由于追求理解的评估所需的各种

表现性任务和开放式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 ， 学生在完成任务后教师需要对他们的工

作进行评估 ， 或是 口头表扬或是计分 ， 这一反馈过程对于学生至关重要 。 笔者认为 ，

在对于表现性任务 以及开放性问答这种证据类型的评价采用评语和分数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评估是可取的 ， 如果只是单纯以分数进行记录 ， 过后教师容易忘记学生存

在的 问题并难以针对性的解决 ， 从而无法促进学生的发展 。 因此 ， 在本研宄 中 ， 笔

者将对形成性评价中的表现性任务和开放式回答采取评语和打分制相结合的方式 ，

而在像听写 、 课堂小测试以及单元测试中采取计分制 ， 满分 １ ００ 分 。

（ ３ ） 教学体验设计

教学设计部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是 ， 原先的大单元设计方案下的 内容是否能

够完全达到预期的结果 ， 能否成为评估时所需要的证据来源 ， 并用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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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设计的是否合理 ， 对于偏离教学 目标的任务活动要舍弃 ， 并增加

评估教学中 需要达成的表现性任务和 目标性更强的任务 。 大单元教学采取任务驱动

的方式 ， 整合情境 、 任务 、 活动进行教学 ， 对于每一个任务每一个活动我们要明确

他们的 目 的 ， 指 向 的 目标 ， 界定他们的属性 ， 这样整体的教学设计才能够紧密 围绕

目标开展 。

３ ．完整的大单元课程设计

（ １ ） 教学三阶段设计

表 ４ ．１ 大单元教学设计优化案例

单元标题 ：

￣
￣

生活万花筒

课时计划 ： ９ 课时授课年级 ：

一年级

关键词 ： 生活 、 自 己 、 家族 、 自 然

单元概述 ：

本单元中 ， 学生将深入 了解
“

生活
”

这一概念 ， 学会从 自 己的生活 、 家族

生活 、 自 然生活三个微观的角度 以小见到 ， 进而看到生活的全貌 ， 了解到生活

的趣味 ， 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 学生将设计
一

本 图文并茂的 自 然景区宣传

手册来向我们展示他们喜欢的 自 然生活 ， 以小组协作的方式分析该景 区 的特

色 ， 绘制该景区 自然风光图 ； 学生将制作一张图表 ， 用 以解释在家族生 日 宴中 ，

每位家庭成员的座次表 ， 以小组协作的方式说明该座次表安排的原因 。

阶段一 ： 确定预期结果

所确定的 目标 ：

（ １ ） 随文识字 ， 认识本单元的 ３８ 个生字和偏旁 ； 会写 １ １ 个生字 ， 积累词语 、

成语 ， 结合生活经验学习词语搭配 ， 掌握一些构词规律 。

（ ２ ） 学生将理解有关生活的概念 ， 从小处着眼感受生活 ， 了解生活中的 自 己 、

了解 自 然生活 、 了解家庭生活 ， 以提高对他们的认识 ， 培养对生活的喜爱之情 ，

进而提高生活管理能力 。

（ ３ ） 学生会有感情的朗读 ， 能够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 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

思 ， 并结合单元主题说说 自 己的生活 。

基本 问题 ： ｜

预期的理解 ：

（ １ ） 生活中有哪些有趣的事 ？ （ １ ）理解字义与偏旁的关系

（ ２ ） 你 了解你 自 己吗 ？ （ ２ ）生活与心情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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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

大海的项链
”

还可 以是
｜

（ ３ ）

￣￣

理解
“

大海的项链
”

类似的 比喻

什么 ？ （ ４ ）理解家族成员 的关系

（ ４ ） 你熟悉你的大家庭吗 ？

（ ５ ） 这些字你都认识 了 吗 ？ 你

学会了哪些构字的方法 ？

学生将会知道 ：学生将能够 ：

（ １ ） 认识本文的所有生字词 ， （ １ ） 更加 了解 自 己 ；

理解文中重点句子的意思 ； （ ２ ） 学生将更加 了解 自 然 ， 热爱 自 然 ；

（ ２ ） 知道在读绘本和课文时 ， （ ３ ） 学生将能够结合实际情况给家庭成员排

代入角色 ， 有感情朗读 ；座位 ；

（ ３ ）了解大海的神奇 ； （ ４ ） 学生将提高生活管理能力 ；

（ ４ ） 家族图谱的绘制原则 。 （ ５ ） 学生将能够通过部分字的偏旁猜字义 。

阶段 ２ ： 确定合适证据

表现性任务 ：

＊ 我当小管家一一教师依 旧提供不同情境 ， 学生需要根据不同 的情境为家庭

成员安置座位 ， 学生需要按照情景分别绘制 图表 ， 清晰地表明各家庭成员

的位置 ， 并说明理 由 ， 解决现实中 的排座位问题 ， 同时也能提高孩子们的

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 我当小导游一一假设全班同学要组织
一

次郊游 ， 郊游的地点包括 ： 大海 、

森林和草原 。 同学们按兴趣分组介绍 自 己选择的景区 ， 要求绘制一本图文

并茂的小手册 ， 介绍该景区非去不可的理 由 ， 可 以进行的活动等 ， 最后 比

一

比哪个小组制作的小册子最精美 。

根据阶段 １ 的预期结果 ， 还需要收集的证据 ：

课堂测验一一听写新学的字词 ， 能够背诵 《大还是小 》

小测验一一根据偏旁猜字义

口头 问答 ： 能够根据课文 内 容猜测作者的心情 ， 说出 自 己的感受

仿写 ： 能够根据给出 的句式进行句子仿写 。

制作卡片一一填写心情记录卡 ， 说说生活和 自 己情绪的关系

开放性问答一一大海的项链还可 以是什么 ？ 说说 自 己的生活

阶段 ３
——设计学习体验 （ＷＨＥＲＥ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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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分解 ： ：

厂活动一 ： 竒怪的生活

任务一 ： 认识我自己
＇■

活动二 ： 双味情绪

Ｌ活动三 ： 不－样的我

１ 「
活动 家族的秘密

＾

－ 將＝ ：说臟觸
－ 赫＝ ： 我当小餘

＾ 活动三 ： 找
－找汉字咖備

活 一起去看海

．

任务三 ？

？走进大自然 ｗ 活动二 ： 生活中的自然现象

Ｌ赫三 ： 我当小导游

（ ２ ） 具体教学过程设计

任务一 ： 认识我 自 己

【活动一 】 奇怪的生活

１ ． 引入金子美玲 《奇怪的事 》 ， 有感情朗读 ， 找一找文中奇怪的事都有哪些 ？

这些事例生动有趣 ， 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 ， 接着引入
“

生活万花筒
”

这一主题

单元 ， 教师说明单元 目标 ， 简单介绍单元 内容 ， 让学生了解本单元结构框架 。

（ Ｈ 、 Ｗ ）

２ ． 请同学们说一说 ， 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事 ？ 教师可适当举例 ，

激起学生表达的欲望 （ Ｈ ）

３ ． 请同学们根据 自 己找到的奇怪的事 ， 按照 ： 我奇怪的不得 了 ，


＾怎么会 ？ 的句式说一说 （ Ｅ ）

（小结 ： 生活中 的每
一

天看似平凡简单 ， 但是如果我们善于发现 ， 去思考 ， 去

追问 ， 我们就会发现生活里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事 ）

【活动二 】 双味情绪

１ ． 读一读 《 明天要远足 》 ， 多种形式朗读 ， 并随文识字 ： 明 、 同 、 学 、 才 ， 用

加一加的方法记住
“

明
”

（ 明 ＝ 日 ＋月 ） 、 用 比
一 比的方法记住

“

学
”

（ 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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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一数的方法记住
“

才
”

。 进而理解文中重点词语及句子含义 。 （ ０ ）

２ ． 引入文本 内容的理解 ， 讨论说说作者此时的情绪 ， 你从哪几句看出来的 ， 说
一说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情绪 ？ （ ０ 、 Ｅ ）

３ ． 展示多种情绪的照片 ， 认识多种情绪 ， 同时让同学们猜猜不同情绪可能发生

的故事 。 （ Ｔ 、 Ｈ ）

４ ． 填写心情记录卡 ： 教师引入几个生活小情境 ， 比如 ： 我学会骑 自行车 了 、 我

吃到 了特别辣的零食 。 。 。 。 ， 学生根据这些小情境填写心情记录卡 ， 并用不

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心情 ， 让同学们看到大家的感受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 Ｅ 、 Ｔ ）

厂心情记录卡
＇

Ｎ

事件 ： １ ． ２ ． ３ 。 。 。

表情 ：

颜色 ：

想法 ：

Ｖ


Ｊ

５ ． 聊一聊生活与心情 。 翻看 自 己的心情记录卡 ， 看看生活与心情之间的关系 。

（ Ｒ ）

６ ． 推荐绘本 《双味情绪 》 ，

“

双味情绪
”

是很普通 、 很正常的 ， 两种不同的情

绪会同时 出现 ， 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 。 教师提出 问题 ， 当我们 出现这些情

绪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 同学们小组讨论 ， 教师进行适当点拨 ， 最后请同学们提

出让心情变好的小建议 ， 记录成册 。 （ Ｅ ）

【活动三 】 不一样的我

１ ． 自读 《大还是小 》 ， 小组探宄交流 ，

“

我
”

为什么一会大 ，

一

会小 ？ 我到底

是大还是小 ？（ ０ 、 Ｅ ）

２ ． 男女生分角色演
一

演 ， 看看那一组演的最好 。 （ Ｅ ）

３ ． 说
一

说不
一

样的我 。

你什么时候觉得 自 己很大 ？ 什么时候觉得 自 己很小 ？

句式练习 ：

有时候 ， 我觉得 自 己


。

我


的时候 ， 我觉得 自 己


〇

有时候 ， 我觉得 自 己


。

我


的时候 ， 我觉得 自 己


。

４ ． 尝试背诵 《大还是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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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价 ：

１ ． 尝试给大家介绍一下 自 己 ， 说说 自 己的爱好 ， 说说 自 己喜欢吃什么 ， 说说有

什么会让你头疼的事 ？

２ ． 听写生字 ， 检查字词掌握情况 。

任务二 ： 说说我的家

【活动一 】 家族的秘密

１ ． 请同学们 向组 内展示全家福照片 ， 并
一一

介绍 自 己的家庭成员 。 然后派代表

大家交流 ， 讨论家庭的不同构成 。 （ Ｅ ）

２ ． 根据学到的家庭成员 的名称 ， 贴照片会读会认
“

哥哥 、 姐姐 、 弟弟 、 妹妹 、

爸爸 、 妈妈 、 伯伯 、 叔叔 、 爷爷 、 奶奶
”

。 （ ０ ）

３ ． 全班一起学唱家族歌 ， 进一步解读家庭成员关系 。 （ Ｈ 、 ０ ）

４ ． 通过小游戏的形式 ， 我来问你来答 ， 进一步巩固家庭成员 的称谓 。 如 ：

“

爸

爸的爸爸叫什么 ？
”

回答 ：

“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

； 慢慢再推广到 ：

“

爸爸的

妈妈叫什么 ？
” “

爸爸的兄弟叫什么 ？
” “

姑姑的丈夫叫什么 ？
”

（ Ｈ 、 Ｅ
－

２ ）

【活动二 】 我当小管家

１ ． 绘制家庭树 。 填写亲人小卡片 ， 教师介绍绘制家庭树的方法 ， 理清亲人关系 ，

能够将爸爸的亲戚归为一类 ， 妈妈的亲戚归为一类 ， 分类好后将小卡片放到家

庭树中 ， 完成家庭树的绘制 。 （ ０ 、 Ｅ ）

２ ． 表现性任务 （ ＧＲＡＳＰＳ ） ：（ Ｔ ， Ｅ
－

１ ． Ｅ
－

２ ）

目 标和角色 （ Ｇ＆Ｒ ） ： 作为家庭小管家 ， 你们的任务是负责请亲戚参加生 日 宴 ，

并且妥当的给客人们安排好座位 。

对象 （ Ａ ） ： 全体家庭成员

情景 （ Ｓ ） ： 你面临三大挑战 ： （ １ ） 讨论宴请哪些亲戚 ；
（ ２ ） 生 日 宴共有三

桌 ， 如何安排座位 ？（ ３ ） 宴会结束后 ， 要拍一张全家福 ， 如果分成两排 ， 怎

么安排比较好 ？

产品 （ Ｐ ） ： 你需要绘制 出能够清晰表明各家庭成员位置的 图表 。

标准 （ Ｓ ） ： 阐述你的理由 ， 能够说服所有人 。

【活动三 】 找一找汉字的小秘密

１ ． 找相 同 。 出示
“

妈 、 奶 、 姐 、 妹
”

这组词 ， 引 导 同学们发现这组字的相同点 ，

建立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 。 （ Ｈ ）

７５



料 学 位论文

ＭＡ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２ ． 找 同类 。 根据迁移运用规律 ， 发现
“

明 、 昨 、 晚 、 时
”

这些字在偏旁上的相

同点 ， 小组讨论 ， 发现更多这样有规律的字 ， 学习 用偏旁归类识字的方法进行

记忆 。 （ Ｅ
－

１ ． ０ ）

３ ． 读一读 日 积月 累成语 ， 了解成语中的意思 。 （ ０ ）

课堂评价 ：

３ ． 小测验 ：

（ １ ） 例 ： 出示
“

女
”

字旁 ， 与
“

马 、 且 、 未 、 乃
”

连一连 ， 看看组成什么字 。

（ ２ ） 例 ： 出示
“

曜 、 灼 、 艽
”

等字 ， 请同学们与可能的意思连一连 。

４ ． 看图写词语 ， 再说一两句话 。

任务三 ： 走进大 自然

【活动一 】
一起去看海

１ ． 同学们说说你们印象中 的大海 ， 然后视频播放美丽的大海 ， 感受大海的神

奇与魅力 。 （ Ｈ ）

２ ． 引入文本内容 《项链 》 ， 学习认识
“

蓝 、 又
”

等 １ １ 个生字和禾木旁 ； 会写
“

白 、 的
”

等 ４ 个字 ， 建议运用加一加 、 联系生活 、 语境识字等多种方法识字 。

（ ０ ）

３ ． 有感情朗读课文 ， 体会大海的特点和小娃娃的欢乐 ， 教师引 导有感情朗读 。

同时在理解
“

小娃娃的项链
”

的基础之上 ， 理解
“

大海的项链
”

是什么 。 （ ０ ）

４ ． 教师进一步 引 导 ， 开拓学生的想象力 ， 想一想大海的项链还可 以是什么 。

（ Ｔ ）

【活动二 】 生活中的 自然现象

１ ． 风到哪里去 了 ？ 学 习绘本 《风到哪里去 了 》 ， 教师带着学生们走进绘本 ，

引 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想想 ， 在这个世界上 ， 还有什么东西是循环往复的 ？ （ Ｈ 、

Ｅ
－

１ ）

２ ． 月亮到哪里去 了 ？ 学习课后故事 《猴子捞月 亮 》 ， 同学们说一说这个故事

哪里有趣 ？ 为什么会有这种趣事发生 ？ （ 〇 ）

３ ． 同学们交流说一说生活中还有什么有趣的 自 然现象 ， 教师进行 引 导 。 （ Ｈ 、

Ｅ ）

【活动三 】 我当小导游 （表现性任务 ） （ Ｔ 、 Ｅ
－

１ ． Ｅ
－

２ ）

目 标和角色 （ Ｇ＆Ｒ ） ： 作为一名 小导游 ， 你要给同学们选择一个旅游的好去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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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分小组进行 ， 分别从草原 、 大海 、 森林中选取一个景点并说明该景点的特

色和吸引 我们的地方 。

对象 （ Ａ ） ： 全班同学

情境 （ Ｓ ） ： 你面临两大挑战 ，

一

是从三个景 区 中选择 出一个最理想的去处 ；

二是尽可能的找 出该景区的所有优势

产 品 （ Ｐ ） ： 你需要制作一个精美的小册子 ， 图文并茂 ， 作为该景区 的宣传手

册

标准 （ Ｓ ） ： 非组内成员投票 ， 获得票数最高的即为最吸 引 人的宣传手册 。

课堂评价 ：

５ ． 尝试说说你理解的大 自 然 。

６ ． 学完本单元 ， 你觉得生活是什么 ？ （教师 引 导 ， 可 以从 自 己 、 家人 、 自然三

个角度切入 ， 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例如学校等进行切入 。 ）

７ ． 小听写 ， 检查字词掌握情况 。

（ ３ ） 课后评价设计


１ ． 看拼音写词语

ｒａ ｌ ｎｇｔ ｉ ａ ｎｔ ６ｎｇｘｕ６ｚ ｉｊ
ｌｂｄ ｉｓ ６ｇｅｇｅｓ ｈｕｓ ｈｕ

（ ） （ ） （ ） （ ）（）（ ）

２ ． 读
一读 ， 说一说

“

同
”

的第二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学
”

的第七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衣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

和
”

的第四笔是
开花组词 （ ） （ ）

３ ． 填
一填

青
？

（ ）兆？Ｃ ）

垂？
（ ）其？

（ ）

目 ＋ 艮？ （ ）木＋ 支？ （ ）

乏？ （ ）主？ （ ）

分？ （ ）艮？ （ ）

４ ． 想
一想 ， 填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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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了 《项链 》 ， 我知道了 ： 大海的项链是小娃娃踩在沙滩上的脚印 。 多有趣的

想象啊 ！ 我也来试一试 ！

（ １ ） 弯弯的月 亮有时候像镰刀 ， 有时候像


， 有时候像


。

（ ２ ） 蓝天上的 白云 ，

一

会儿像


，

一

会儿像


。

５ ． 相反词碰碰车

小 （ ） （ ）
慢

左—— （ ） （ ）
——假

老一一 （ ） （ ）
——哭

暗一一 （ ） （ ） 黑

６ ． 词语搭配彩虹桥

看图 ， 搭一搭词组彩虹桥 ， 看谁说的多 。

金色的


蓝色的


雪 白 的


（ ） 的 （ ）

７ ． 动动小脑筋

（ １ ） 小明
一家人刚刚参加 了姑姑的婚礼 ， 准备在宴席之后拍一张全家福照片 ，

宴席成员有 ： 爷爷 、 奶奶 、 大伯 、 大伯母 、 爸爸 、 妈妈 、 姑姑 （新娘 ） 、 姑父

（新郎 ） 、 堂哥 、 小明 ， 拍照分为两排 ， 你能帮助小明给他的家人排排位置吗 ？

（ ２ ） 当你心情不好时 ， 你会采取哪些方式缓解情绪 （ 写
一

写或画一画 ）

（ ３ ） 画一画你理想的生活 。 （简单一两句进行描述 ）


（四 ） 基于逆向设计理论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总结

利用逆向设计理论的优势之处弥补传统顺向教学思维 习惯下 的大单元教学设
计 ， 对于改进和优化大单元教学有实际效用 ， 总的来说本研究主要集中于 以下两个
大方面的优化研宄设计 。

７８



硕 士 学 位论 文

ＭＡ ＳＴＥＲ
’

Ｓ ＴＨＥＳ Ｉ Ｓ

１ ．教学理念的更新

（ １ ） 由弱化教学评价到评价优先于课程实施设计

评价教学在传统顺向思路的教学下一直是位于整个教学流程的最末位 ， 往往被

视为一种对一段学习结束后的考查形式 ， 因此在进行课程设计时 ，

一线教师往往很

少专 门对评价进行研究设计 。 在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案例中 ， 我们可以看到评价存在

于过程中和单元学习之后 ， 但是对于过程中的评价只能算得上是对刚刚学完的某个

小知识点的考查 ， 没有明确的 目标指向性 ， 在最后的单元测评案例中 ， 我们也发现

测评的指 向性主要是知识性的 目 标 。 而逆向教学设计理论则十分看重指 向 目标的教

学评价 ， 其作用在于判断学生是否完成教学 目 标并达到 了预期的结果 。 指向核心素

养的大单元教学需要落实核心素养地达成情况 ， 提髙教学的有效性 ， 而关键便在于

利用教学评价考查学生的完成情况 。 在基于逆向设计的大单元教学中案例中 ， 教学

评价被提到 了教学过程之前 ， 并围绕教学 目标设计不 同的评价任务 ， 选择不同 的评

价方式 ， 评价的地位 由原先微乎其微到现在甚至可 以主导教学体验的设计 ， 是落实

核心素养的关键措施 。

（２ ） 由注重活动体验设计到关注活动本身质置

大单元教学倡导学生在真实地情境下去认识 问题 、 解决问题 ， 整个教学过程围

绕着一个真实的 、 与 自 己的经验世界密切关联的大任务展开 ， 为处置于其中的学习

者提供了进行表达 、 思考 、 实践的背景条件 ， 既激发了学生学习探宄的 兴趣 ， 又能

够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语言经验 。 大单元设计尤为强调这一部分的安排 ， 在几乎

所有的大单元教学案例 中 ， 情境任务活动的思路与安排都 占据大量的篇幅 ， 可见对

于活动的设计是大单元教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 。 这样的活动设计固然是好 ， 但是关

于活动的质量在利用逆向设计优化之后得到 了显著的提升 ， 主要表现为活动设计的

更加科学且指向性更加清晰 。

科学性表现为关于评估的证据中 ， 表现性任务使用 ＧＲＡＳＰＳ 进行架构 ， 因为

ＧＲＡＳＰＳ 描述了真实评估的特征 ， 我们在设计表现性任务时 ， ＧＲＡＳＰＳ 给出 了相应

提示 ， 帮助教师进行构建 。 在设计教学计划时 ， 又借鉴 了逆向设计给出 的 ｗｈｅｒｅｔｏ

元素 ， 针对这些元素 ， 教师可 以进行关键性思考 ， 帮助不断完善教学计划 。

指向性明确表现为教学活动都是围绕评估证据的选择进行安排的 ， 而评估证据

的确定是由教学 目 标决定的 ， 因此教学活动的设计就是在一个不断实现 目 标的过程

中进行 ， 不断地为 了 目标的达成 ， 因此我们说这样的教学指向性更加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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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学思路的调整

（ １ ） 由顾向思维向逆向思维的转变

教学设计的思路有顺向和逆向两种 ， 本研宄中 的主要研宂对象大单元教学是始

于教学 内容的顺向思考 ， 我们在第二章的研宄中看到在顺向思考之下教学难免会出

现忽略学生的学习 ， 对于最终的教学 目 标的把握不够清晰等问题 ， 因此在逆向教学

设计中我们借鉴逆向思维的思路 ， 试图在大单元教学中应用逆向思维展开思考 ， 转

向逆向思维的教学思路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从学习结果开始进行逆向思考 ， 意在指导教师从教学的输出端进行整体教

学构想 ， 改变原先从教学 内容入手思考教法与学法的教学传统 ， 将学生最终可以学

到的实质 内容作为开始教学的源头 ， 并思考学生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 问题 ， 逆向从

学生学习 的角度出发研磨课程 。 这样的转变坐实 了 目标的最终归宿 ， 从教师想要教

会学生什么 的教学 目 标变成学生最终可 以学到什么 的学习结果 ， 体现了学生为本的

教育观 。

二是将教学评估置于 目标设计之后过程设计之前 ， 从教学评价开始逆向思考的

思维方法 。 教学评价逆向思考的 引入攻克 了 以往教学中教学有效性低的 问题 ， 在 目

标制定之后 ， 根据最终学生能学到的 内容选择相应的评估证据 以落实学生 目 标达成

的情况 ， 只有当全体学生能够完成这些任务 ， 并且完成的情况达到 了标准 ， 教师便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学生理解了该 目 标 。 因此 ， 教学思维的逆向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对

于改 良教学有效性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２ ） 由关注过程向过程与目标兼具

关注教学的过程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感受与体验 ， 大单元教学中情境

任务活动的设计不仅可以给学生带来新鲜感愉悦感 ， 还可以在真实情境下获取知识

技能 ， 提高语文能力 。 但是要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在于教学 目标与过程的统一 ，

没有明确 目 标的教学 ， 学生在整个单元的学习 中没有明确的方向 ， 教师的教学也会

偏离主题 。 教学 目 标是否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 是否能够体现本单元的核心素

养 ， 是否能够明确将要达到的 目 的 ， 都关系到之后整个教学过程的展开 。 因此 ， 教

师在关注教学过程的 同时 ， 能忽略 目 标在整个过程中的 引 导作用 。

将整个单元最终的预期结果作为教学一开始的思考 ， 不仅要考虑到学生最终的

目标 ， 还要思考学生在达成 目标的过程中会存在哪些疑惑 ， 需要获取哪些知识技能

以帮助思考等 。 因此 ， 在基于逆向设计的大单元教学中我们会发现预期结果部分有

清晰的设计 ， 整个教学过程都在围绕教学 目 标展开 ， 在保留原先创新性的教学过程

基础之上 ， 更加关注的教学 目 标 ， 使得整体的教学指向性明确 ， 活动体验井然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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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 总结

近几年来 ， 指 向核心素养体系的大单元教学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研宄热点 ， 在

理论研宄的同时 ， 如何有效使用大单元教学变成了 一线教师 目 前关注的 问题 。 本问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 研宄 了 目 前大单元教学普遍存在的 问题 ， 并结合逆向设计思

路对大单元教学进行优化设计研宄 。

大单元教学虽说在教学理念上突破原有的单篇教学 ， 创新性地采用大单元重新

构建教学方案 ， 在教学中介入真实的情境与任务 ， 形成完整的学习故事 ， 但是慢慢

地采用大单元教学进行教学设计的教案将重点偏 向 了情境 、 任务 、 活动的统一 ， 演

变成了注重教学活动淡化教学 目 标的教学思路 ， 这便容易造成 目标与手段的分离 。

逆向设计是指一种从学习结果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设计的设计理念 ， 恰好解决了大

单元教学 目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因此本论文将逆向设计理念与大单元教学相结合 ，

进行了 如下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

（ １ ） 深入研宄大单元教学设计 ， 通过案例详细研宄 了大单元教学的 内容 、 理

念 、 步骤和特点 。

（ ２ ） 根据大单元教学设计存在的现状 ， 引 入逆向设计理论 ， 研究基于逆向设

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的价值和关键思路 ， 并根据相关理论提出二者结合的可能性与

必要性 。

（ ３ ） 通过对逆向设计理论和大单元教学设计进行优势互补的思路进行分析

之后 ， 总结 出具体优化策略 。

（ ４ ） 结合优化策略 ， 制定
一套最终的优化后的大单元教学完整案例 ， 详细展

示策略的具体使用方法和呈现的教案效果 ， 以便于清晰地看到整体环节 ， 共探讨和

修改 。

（ 二 ） 不足与展望

由于大单元教学的理念 目 前还非常新 ， 资料掌握比较少 ， 笔者并未找到 己开展

实践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的具体学校 ， 对于大单元教学课堂现状的 了解存在欠缺 ，

且逆向设计在我国 目前应用于文科领域的研究较少 ， 因此本论文在大单元教学上所

选择的案例来 自于宏程教育研发的 《新课程资源系列 －统编义务教育教科书学与教指

南 》 以及中 国知网 己发表的核心论文 ， 逆向设计的案例来 自 于 目 前网上的 己有相关

文献资料 ， 这样的案例选择可能造成对于学生实际学习效果的把握精准度不高 ， 包

括最后开发的优化后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方案的实际效果如何还不能得到精准的科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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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论 ， 今后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继续完善 ：

（ １ ） 继续深入研宄大单元教学和逆向设计理念 ， 包括实地考察 ， 找相关专家

进行咨询 ， 了解 目 前的概况 。

（ ２ ） 寻找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实际案例 ， 通过录像进行严谨的视频分析 ， 了

解学生对于大单元教学的接受情况 以及表现 ， 进而结合逆向设计进行更精准的具体

的优化设计方案

（ ３ ） 目 前笔者对于逆向设计的研究尚且还处于初步阶段 ， 更深入详细的逆向

设计理念研究还需要结合书本 、 案例更进一步展开 ， 以后应继续深入学习逆向设计 ，

学习完整科学的逆向设计思路 。

（ ４ ） 对于最后优化后的设计案例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进行验证

并做相应的修改 ， 更加全面思考如何优化 目 前的大单元教学 。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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