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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践研究

汇报材料

艳

一.已有基础

2024 年 11 月，学校的 2021 年常州市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指向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五线融合”课堂教学实践研究》顺利结项，并评为优秀等第。三年来，取得

的成效概述为如下三个方面：

1.初步形成“五线融合”课堂教学特色，有效促进了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学校教师对“情境线、问题线、任务线、知识线、素养线”的“五线融合”课堂教学已

有一定的了解。

2.教师的学科理解及教学设计力明显提升，有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此项目研究基础上，学校成功申报省级课题 2个；各学科评优课和基本功比赛中，省

级一、二等奖新增 9人；市级一等奖新增 13 人；五级梯队评比中，新增常州市学科带头人

5人，市骨干教师 12 人，市教学能手 3人，市教坛新秀 5人。

3.初步形成“五线融合”课堂教学研究机制，以多种形式在市区有效推广

三年中，学校每年围绕“‘五线融合’课堂教学”主题开展对外公开课研究活动，各学

科教研员对“五线融合”有较好地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中肯的改进建议。

二.工作背景

反思前期项目的研究，发现最大的瓶颈是教师的学科理解比较欠缺，由于其对学科的认

识仍停留于事实性（或概念性）知识层面，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仍存在知识“散、多、浅”和

知识无法迁移的问题。新课标重视开展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呼吁教师要整体设计和合理实

施单元教学，故后期研究重点将聚焦于单元教学，开展“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践

研究”。

三．工作目标

总目标：变“知识为本”的传统教与学方式为“素养为本”的单元教与学方式，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

1.构建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理论框架；

2.探索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课堂教学范式；

3.创建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评价方式；

4.建立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课程资源。

四.工作思路

以学科教研组或备课组定期、定向开展常态教研活动为基本方式，以借助信息化技术手

段积累并建立单元教学课程资源、开展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课堂实践与观察为基本

过程，研究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理论框架、单元教学课堂教学范式、单元教学评价

方式等基本内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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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践研究思路框架

五.重点任务

任务一：构建单元教学理论框架

构建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理论框架，需要在理清“五线”与“单元教学设计六

环节”之间的关系（见图 2）基础上，以课程标准为纲，确定单元教学设计模型，制定单元

教学实施纲要。

图 2 “五线”与“单元教学设计六环节”之间的关系

1.确定单元教学设计模型

基于“五线融合”教学设计的三个步骤，结合追求理解的逆向教学设计，突出‘五线融

合’的单元教学设计模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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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设计模型

五线中，素养线、知识线侧重解决课堂上“教什么”的问题；情境线、问题线和任务

线侧重解决“怎么教”的问题（见图 2）。

图 4 五线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制定单元教学实施纲要

步骤 1：确定每单元的学习内容、评价目标及要求（见表 1）

表 1 确定学习内容、评价目标及要求

学业

质量

内容和

学业要求

具体每单元的学习内容、评价目标及要求

每单元的学习内容 具体的评价目标及要求

新课标 新课标
1.知识内容……

2.素养内容……

知道……

能结合……

能举例……

能基于……，分析……

能运用……

步骤 2：根据“每单元的学习内容”，确定预期结果（见表 2）

表 2 确定预期结果

阶段 1 预期成果

所确定的目标：……（大概念）

学生将理解：……（次级大概念） 基本问题：……（本原性问题）

学生将会知道：……（知识） 学生将能够做到：……（技能）

步骤 3：根据“评价目标及要求”，确定评估证据（见表 3）

表 3 确定评估证据

阶段 2 评估证据

思维结构评价：

1.……

2.……

表现性评价：

1.……

2.……

其他证据：

开放性问题、测试、观察与提

问等

步骤 4：根据“预期结果”和“评估证据”，确定学习任务（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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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确定学习任务

阶段 3 学习任务

1.划分课时，并确定每课时的教学目标；

2.将“评估证据”嵌入教学设计的学习任务中；

3.教学设计围绕教学环节、学习任务、教师关键行为、学生主要活动展开。

任务二：探索单元课堂教学范式

从学科逻辑和学习逻辑维度看，单元教学类型可以划分为学科逻辑单元和学习逻辑单元

（见图 5）。

图 5 单元教学类型分类

本项目研究以学科逻辑单元为主，以学习逻辑单元为辅，力求通过课例实践分析，总结

学科逻辑单元和学习逻辑单元的课堂教学范式。

任务三：创建单元教学评价方式

单元教学的评价是为了测量学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应立足于单元教学目标，

有针对性地采用思维结构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表 5 单元教学思维结构评价表

注：具体评价标准根据具体的基本问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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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单元教学表现性评价表

姓名 学校 授课班级

时间 课题

教学目标 学习任务与活动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

任务四：建立单元教学课程资源

借助信息化技术，第一让技术有效服务于单元教学的课堂实践；第二通过技术创建互动

联合教研平台；第三利用技术积累和开发单元教学的课程资源以推广研究成果。重点以各学

科组为横向维度、以单元教学类型为纵向维度建立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践研究专

题资源网站。

六.工作机制

1.联合挂钩学校组建项目研究团队

2.聘请课堂教学专家指导项目研究

3.推进措施及时序进度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25.01～2025.06）：通过理论培训、文献研究、课标学习等，构建单元教

学理论框架，开展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第二阶段（2025.07～2026.11）：立足课堂实践，探索单元课堂教学范式；设计评价量

表，进行单元教学评价反馈。

第三阶段（2026.12～2027.01）：总结凝练前期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讲座、公开课等形

式不断推广运用。

七.预期成果

阶段成果：形成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施纲要、论文集、课例集、课程资源网

站等。

最终成果：形成《突出“五线融合”的单元教学实践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