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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单元教学是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实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这一培养目标的主

要途径。在单元教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不断延续着作为教学内容组织形式的功能与价值；同时，其内涵

的认识与发展是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走向统一的过程。基于学术史考察，对单元教学内涵的历史演进说、经

验说与结构说等观点进行溯源，探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相应产生的注重知识还原、注重知识应用和注重知

识生成三种主要价值取向，同时梳理其间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二者走向辩证统一的过程。立足当下对单元

教学概念进行重构，以落实核心素养为导向，以融合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丰盈单元教学的内涵，以素养主线

统领知识、活动和认知线索，走向“综合的素养单元教学”的内涵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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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与解读：

单元教学的价值取向嬗变与概念重构
● 汤牧文 吴立宝 曹一鸣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

程方案”）提出了优化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内容结构的

要求，在学科内“要遴选重要观念、主题内容和基础知

识，设计教学内容”［1］，“探索大单元教学”［2］，课程内容

要围绕“观念”“主题”“知识”进行设置，突出了以单元

组织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大单元”“单元

整体教学”等成为研究热点。与此同时，关于“大概

念”“大情境”“大任务”等概念纷纷涌现，形成了对单

元教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单元教学的设计与实施需

要以概念的明晰与价值的澄清为前提，厘清单元教学

的思想源流与发展脉络对当前单元教学的理解与实

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单元教学内涵的学术史考察

单元是教学内容组织的单位，［3］是相对独立的教

学内容组织形式。以何种线索串联单元、以何种学习

材料组织单元是确定单元教学内容的基本问题，如何

处理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是确定单元教

学内容的核心问题。拉尔夫·泰勒指出，学科逻辑是从

学科专家的视角出发，主要关注从知识内在关联的角

度考虑教学内容的组织；心理逻辑更强调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考虑教学内容的组织适应学生的心理发展逻

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单元平衡学习材料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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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部逻辑与学生的心理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从

赫尔巴特开始，如何统一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问题

就不断被讨论。基于这一问题线索，我们可以梳理出

“单元教学内涵”的代表性观点。

（一）萌芽时期：单元教学内涵的历史演进说

关于单元教学的研究一般从 19 世纪赫尔巴特进

行梳理［4］。赫尔巴特没有明确提出“单元”（unit）一词，

但提出需要对庞杂的学习材料加以平衡剪裁，突出主

要的观念，提示主要原则，加以适当编排，［5］已蕴含了

现代系统论与知识结构说的因素。［6］他使用了“小组”

（small group） 来阐释这种将相关的教学内容进行集

中教授的教学内容组织形式，并提出这些小组不宜太

大或过小，否则会造成记忆困难或材料不足，且每个

小组中必须包含一个明确、普遍的“真理”。［7］赫尔巴

特学派代表人物戚勒尔在其著作《普通教育学讲座》

中首次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使用了“方法单元”

（method unit）一词，［8］并以“方法单元”阐述了将教学

过程中使用相同方法的一个模块作为单元。［9］

在单元教学意识形成初期，赫尔巴特等人根据知

识产生的先后顺序将相关联的知识或方法放入一个

单元之中，以人类文明进化史序列编排教学组织内

容，试图通过人类历史演进的顺序来协调心理逻辑与

学科逻辑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个体成长过程或儿童心

智发展的过程与其民族或人类发展阶段的同一性，［10］

因此，教学内容组织偏向了以知识的时间发展顺序为

线索，形成便于教师讲授的“教学单元”，有明显的“以

人类历史文化知识的传承”为重心的特点，教师以知

识产生的时间脉络为线索教授人类文化中主要的观

念、原则和方法。

（二）发展时期：单元教学内涵的经验说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

与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流派，对单元教学的认

识都倾向于“经验单元”（experience unit）。一些学者

认为进步教育运动是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指导的，［11］

可以将杜威的观念视为其源流。杜威从重视儿童心

理发展的角度提出要以经验替代前人提出的以人类

历史演进的顺序来协调心理逻辑与学科逻辑之间的

关系。他认为，教材内容是固定不变的、是静态的，是

记录人类社会活动的间接经验，学校科目互相联系的

真正中心是儿童的社会活动［12］，需打破教材的逻辑，

通过“主动作业”（active occupation）架构新的单元，使

学生在作业的过程中通过与环境交互的活动活化经

验、改造经验［13］。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克

乐利在布鲁塞尔创办的生活学校中设置了经验课

程，其内容是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14］区分的“经验单

元”［15］，以学生日常生活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的事

物或事件为主题，［16］以组织学生自我认识和认识周围

环境的经验活动为教学内容。［17］克伯屈提出了“设计

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将“项目”（project）

作为“单元”的同义词使用，［18］把儿童有目的活动作为

学习单元，［19］以与儿童生活有关的问题与活动为组织

教学内容的中心，打破学科界限，由学生自发决定学

习目的和内容，并通过自己设计和实行的单元活动获

得知识与技能。［20］莫里森针对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

带来的知识学习缺乏系统性和目的性等不足，基于

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教学实践提出了单元教学

法（unit teaching method），提出教师需要指导学生获

得某个方面完整的生活经验，这种完整性的生活经验

即“学习单元”（learning unit）。［21］［22］

以经验作为组织教学内容的线索，以活动性、经

验性的主动作业、项目、社会活动作为单元教学内容，

学生通过在具体的生活或社会情境中学习间接的经

验从而活化或改造经验，强调认知发展与实践经验的

同一性，尤其是杜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辩证地看待学

科逻辑与心理逻辑之间的关系，主张打破当时教学内

容组织上心理活动或智力活动二元对立的现状，［23］以

“经验”统一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内在关系，建立以

学生内在经验的改造与符合逻辑的系统知识并行的

教学内容双线组织形式。［24］此后，“经验单元”开始替

代“真理单元”或“方法单元”等成为主流，以建构式的

作业与探究性经验为基础的项目单元与问题单元、以

儿童的兴趣中心为主题的作业单元和基于社会经验

的活动单元等开始大量涌现。

（三）革新时期：单元教学内涵的结构说

20 世纪中后期，布鲁纳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认

知心理学影响下提出以学科的“基本结构”（the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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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ental structure）为教学内容组织线索的“基本观念

（basic idea）单元”，［25］即教学内容的组织要以反映事

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内在联系、具有广泛迁移价值

的结构作为中心。［26］布鲁纳认为学习事实性的知识

是无意义的，掌握尽量简要且带有迁移力的结构才有

利于提升学生的素质，［27］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

样相互关联的，［28］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就是要通晓

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概念，包括掌握一般原理，发展

对待学习和调查研究、对待推测和预感、对待独立解

决难题的可能性等态度。［29］费尼克斯归纳了布鲁纳

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既考虑知识连续性又考虑儿童

经验兴趣扩展性的螺旋式教学内容编排方式。［30］奥

苏贝尔在布鲁纳“基本观念单元”之上进一步提出“渐

进分化、综合贯通”的原则，强调教师组织教学内容

时，首先应该传授最一般的、包摄性最广的观念，然后

根据具体细节对它们逐渐加以分化。［31］

这一阶段体现了将学生的认知结构作为教学内

容组织的重要依据，提出教学内容的组织需要遵循

“学问结构与教学心理结构的同一性”，［32］通过“学科

基本结构”统一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之间的关系，以

二者为基础形成学科基本结构的教学与内容组织线

索，将结构作为知识间相互关联的桥梁，以包含概念

和原理等内容的基本观念单元作为教学内容组织的

基本单位，以基本的原理、基础的公理和普遍性的主

题为单元教学的内容。［33］促使学生形成按照结构组

织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新经验，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建立良好的认知结构或使已有的认知结构得到较

好的改造，从而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34］“经验单元”

的认识逐渐被“结构单元”替代，从认知的角度丰盈单

元教学的内涵成为当时的主流观点。

（四）我国单元教学的历史发展

我国单元教学的发展历程同样历经了萌芽、发展

与革新三个阶段。1923 年，梁启超提出“分组比较”的

教学法［35］被认为是我国单元教学的萌芽，其强调将体

裁、题材等不同方面具有相同或相近要素的几篇课文

放在一个单元里。后来随着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陈

鹤琴等人于 1923—1951 年在学前教育阶段进行试

验，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活教材，按时令、节日、衣食住

行等方面编订单元教学内容，教师创设一定的情境和

条件，引起学生的兴趣。［36］20 世纪 80 年代，以北京景

山学校为代表，知识结构单元教学法产生一定的影

响，通过单元的骨架、核心和主线整合单元学习内容，

打破教材单元限制，探索螺线上升式的单元教学设

计路径。［37］我国单元教学的发展历程同样从知识单

元、经验单元和结构单元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探索着学

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统一。

二、单元教学的价值取向嬗变

历史演进说、经验说、结构说等单元教学内涵的

不同观点变化是梳理单元教学历史发展的明线，学科

逻辑与心理逻辑以何作为平衡点是梳理单元教学历

史发展的暗线，这都反映出不同时期单元教学的内涵

转变影响了单元教学的价值取向嬗变。

（一）注重知识的还原

赫尔巴特认为知识是人类文化精华的凝聚，希望

通过学生对人类历史文化中优秀成果的学习而达到

道德塑造的教育目的，［38］通过单元还原知识产生与演

进过程，忠实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因此重视

学科知识的逻辑与系统性，注重学生系统知识的习

得，将模块式的知识作为单元的内容，形成不同的知

识主题、知识专题等，能较好地改善教学内容组织时

前后知识间关联性较弱、知识体系较为碎片化、前后

相关知识缺乏整体性考虑等问题。［39］教师主要是以

教材内容结构为主要组织依据的自然单元为教学组

织单元，在单元内以知识的内在逻辑为线索对教学内

容进行分析、重组与整合，［40］按照固定的结构来呈现

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能够帮助学生对知识形成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的知识逻辑框架。同时，由于从人类知

识经验的形成顺序直接得出教学内容编排的顺序，［41］

教学内容的组织偏重知识的内在逻辑而轻心理逻辑，

缺乏对学生的经验、认知发展规律、非智力因素等方

面的考量，学生难以对知识产生概念性的认识，主要

以记忆、复述为主要学习形式，由于过度关注外部世

界对学生发展的作用，也造成了轻视学生内部的主观

能动作用的结果。

（二）注重知识的应用

杜威希望通过教育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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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差异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儿童的需要和兴趣为

基础，认为儿童是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因此他对单元

教学提出批判性观点，推翻注重知识还原的取向下的

单元组织逻辑，建立新的秩序，侧重于以学生内在生

长本身为教育目标，打破知识内部固定的逻辑结构，

通过活动让学生积累经验，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重构

经验。关注知识内容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关联，

以生活、社会的题材为单元内容，以师生或学生自身

生活和社会的经验重组单元的组织序列，通过项目、

问题解决、探究活动、实验等形式使单元学习的内容

活动化。教师不直接按照教材的逻辑结构进行施教，

而是关注学生的需要和兴趣，通过创设社会情境或生

活情境，以有目的的活动重新组织教学内容，通过学

生和环境的交互改造经验，能够较好地发挥学生主体

性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但

过分放大活动的作用带来了知识体系内部的科学

性、逻辑性、系统性较为薄弱的问题，过度强调了学

生的自主性，而削弱了教师在单元教学组织中的主

导作用。

（三）注重知识的生成

面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知识爆炸式增加，美国教

育逐渐无法适应培养大批科技人才的时代需求和社

会要求，［42］经验主义开始被诟病其潜在的缺乏系统性

和目的性等问题。为了培养具备专家思维的科技创

新人才，反思之前过度关注实践应用而缺少对知识的

系统性与关联性等问题的思考，因此强调根据学生的

认知结构不断重新组织学习内容，通过基本观念的不

断扩展，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43］，促进意义的生

成。教学内容组织的核心是易于迁移的学科基本结

构，如基本概念、一般原理等，教师倾向于帮助学生建

立对知识普遍的、一般化理解，形成易于迁移与深度

思考的思维品质。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认知的发

展被教师重视，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被重新

组织，教师更侧重于把握学科的本质并提炼蕴含在知

识背后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且通过一

个或几个核心概念的形式将整个单元学习内容加以

整合与概括，能较好地改善知识结构分解过细、教学

知识缺乏迁移应用等问题。

同时也有潜在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一定主智主义倾向。结构说是复活了逻辑

说的部分观点，［44］对教学内容组织的重点集中于学生

认知的发展上，较为忽视学生的情意、情绪、情感等非

智力因素，其目标主要是为了将学生培养为科学家、

学者等，缺乏对教育对象普适性的考量，且学科的核

心概念、基础概念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能充分理

解，但是对于一线教师而言，提炼是有难度的。第二，

更偏向了理性主义的一端，而较为忽视经验在学习中

的重要作用。没有概念的感知是盲目的，而没有感知

的概念是空洞的，［45］高度结构化的知识学生是无法理

解的，需要提供给学生“粗糙”的作业材料，［46］学生的

概念结构无法脱离感性的学习素材和活动中经验的

积累，需要更加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第三，学生

的学习是主动建构知识和理解的过程，学科基本结

构、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和教学的逻辑是同一化的，

这种“自主建构”和“同一化”成为默认的事实。概念

在学生的学习中变成了一种实在（realities），这种存

在可能被珍惜或被反感，学生不能选择他们想要的概

念，概念的理解可能是一种“宣称”的理解，这种掌握

并不是教学中唯一有意义的方式。［47］

单元教学在经历了于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之间

来回斡旋的发展历程后，逐渐印证“个体成长过程或

儿童心智发展的过程与其民族或人类发展阶段”“认

知发展与实践经验”与“学问结构与教学心理结构”三

对同一性关系都无法较为完备地解释学科逻辑和心

理逻辑之间的关系，在建立二者统一关系的过程中逐

渐显现了一些问题。在单元教学深度变革的背景下，

对单元教学的内涵认知也逐渐打破了某一观点的局

限，多元的价值文化对单元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最终都不谋而合指向了为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目

标，因而单元教学在素养导向、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下

再度产生了内涵的变革。

三、核心素养导向下单元教学的概念重构

在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

下，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是面向未来的高质量教育

教学的应然要求，［48］以素养为教育目的是回应适应未

来社会发展的人应该具备哪些关键能力与必备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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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单元教学不仅作为一种教学方式，也是对教

学活动多方面的育人价值的审慎思考。［49］ 一些研究

者开始重新思考以何为单元教学统一的关键。例如，

以大概念、大观念为统一点，［50］［51］以大任务、完整学习

过程［52］为统一点，以大情境、真实情境［53］为统一点等。

在此基础上重构单元教学的概念，如伍雪辉认为单元

教学是“课标—教材—学情”一体化，［54］如崔允漷认

为单元教学内容是知识内在整合和知识与经验的整

合。［55］结合当前时代发展背景，进一步地探讨辨析以

素养统领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统一性，重新思考单

元教学的价值取向、内涵与基本特征、要素与结构。

（一）核心素养导向下单元教学的价值取向

单元教学需要以核心素养落地为宗旨，走向融合

观、整体观与发展观下的内涵重构，关注知识对学生

未来发展所起到的长远作用。

首先，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解决所有问题，放

大或偏颇于某一取向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需要秉持

辩证的态度看待单元教学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在学科

逻辑和心理逻辑之间的关系，寻求协调与统一，挖掘

内在关联，产生融通理解，以构建适应当前教育教学

改革的价值取向。故单元教学的内涵必然是融合历

史演进说、经验说和结构说等多元思想的关键要素，

同时关注知识、活动、认知等维度在单元中的重要价

值与作用。

其次，单元教学不是由静态的、固定的模块组合

的拼盘，而是与课程目标、理念和结构相协调的，灵活

的、变通的、动态的教学内容组织形式，强调从纵深的

层面认识和处理教学内容中的学科内部、学科间的整

合问题，一个知识专题、一个项目、一个问题解决、一

个主题活动都可以是一个单元。单元教学的初衷是

为了通过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达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

协同配合，整体协同的运转效率远超于部分之和。因

此无论单元以何种线索串联、何种内容组织，其本质

是寻求单元教学内容的教、学、评等要素的一致性，以

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优运行机制。

最后，单元教学最终要走向人的全面的回归，即

培养学生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开展单元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

让学生获得系统的知识，不是为了让学生积累社会活

动的经验，也不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会迁移与生成，其最

终的目的始终指向了学生的终身发展、可持续发展，［56］

所以知识、经验和认知的发展可以理解为素养落地的

路径、手段和方法，最终对学生产生长远作用与影响

的是在此过程中学生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核心素养。

（二）核心素养导向下单元教学的内涵与基本

特征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单元教学内涵应该更加丰富、

更加包容、更具有时代的特色，从“知识单元”“方法单

元”“经验单元”“基本观念单元”等走向“综合的素养

单元”，单元教学是促进学生素养发展的教学内容组

织单位，是知识、经验与基本观念的混合载体，以核心

素养的培养目标实现学生的心理逻辑与学习材料的

学科逻辑的统一，基于学生的认知规律遴选学习材料

中有益于素养发展的知识，以活动的形式进行重新编

排与整合，形成以素养发展为目标，以学科基本观念

作为框架，以专题知识作为载体，以主题活动作为形

式的教学单位。可以认为：单元教学是在以素养培养

目标指引下，由具体的知识线索、活动线索及认知线

索融合组成的，具有承载性、辩证性、动态性、育人性

的，用以指导教学内容组织编排的教学形式，是素养

导向下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 1）

基于单元教学在核心素养导向下的价值取向与

内涵重构，单元教学应当具备几个特征。

第一，承载性。素养的培养是内隐的、潜移默化

图 1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单元教学概念重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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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通过外化的表现形式使其得以承载，例如知

识的形成、经验的积累、认知的发展。单元不仅作为

一种信息的集合载体，更是一种信息的整合载体，即

为知识、活动经验、认知等信息提供了生长的空间和

平台。当这些信息被集合于单元之中时，教师通过一

定的组织编排将多种信息加以转化，使之以符合学生

发展的方式持续输入并不断发展，产生交互，使得学

生通过单元的学习在不同的维度得到发展。

第二，辩证性。单元教学需要解决的一对较为突

出的特殊矛盾是学习材料的学科逻辑和学生的心理

逻辑之间的矛盾。需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之处在

于采取辩证的观念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分依赖

学习材料的编排顺序“照本宣科”，也不能脱离教育目

的、培养目标等单纯考虑学生心理维度，在当前背景

下需要考虑用素养统一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之间的

关系，以素养的落地协调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双线

融合。

第三，动态性。单元教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

态发展的。即使是同一内容主题，每一位教师所设计

的单元也是存在差异的。可以理解为每个单元的实质

与内核是一致的，都指向了单元学习对学生素养的培

养，但呈现形式是存在差异的，是由教师根据对教学

对象的理解对教学知识内容、教学活动进行重新编

排，根据学生的认知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的。因此单元

教学赋予了教师更大的自主权，需要在课时的设计与

实施之上考虑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进行教学的设计与

实施。

第四，育人性。单元教学最终是为了育人，单元教

学中考虑以学生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同时也是单元设

计的起始。在核心素养导向下，单元教学需要回答

“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即回答“什么样的教学内容组

织形式能够促进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

能力与必备品格”的重要问题，以素养的培养为单元

教学的目标与评价标准，方能使单元教学具有更长远

的发展与更深刻的价值。

（三）核心素养导向下单元教学的要素与结构

单元教学主要有知识序列、活动序列和认知序列

等的不同表现形式，知识序列是基于单元教学的目标

将教学内容按照知识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行组织，活动

序列是基于单元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按照学生的身

心成长和经验改造规律组织成有先后顺序的教学活

动，认知序列是基于单元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围绕着

一个或者几个核心概念进行整合，不同的表现形式中

都包含了单元教学的目标和目标引领下某一维度的

序列。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需要经历持续建构和螺旋

上升的过程，［57］在核心素养的视阈下，单元教学自始

至终贯穿着核心素养发展的主线目标，而单元教学不

仅需要从教学的角度思考知识、活动等呈现的前后顺

序，更需要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认知的渐进性，因

此不同的序列需要在考虑学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

具有一定结构的线索。故知识的编排、活动的串联之

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应与素养的发展同步，从线

性的前后序列上升为具有一定结构的线索，且具有一

定结构的线索之间需要产生融合，共同服务于素养目

标的培养与发展，因此单元教学包含了素养主线与知

识线索、活动线索、认知线索分支几个关键要素。在

融合观、整体观和发展观的视角下，单元教学不是知

识、活动的序列化编排，而是具有一定内在结构的教

学内容组织形式，同时以学生的素养发展为导向统一

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关系，素养主线、知识线索、活

动线索和认知线索四者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知

识线索、活动线索和认知线索之间交融发展，形成了

稳定的螺旋上升的单元教学结构。据此，以核心素养

的培养为主线，同时关注知识习得、活动经验积累和

认知建构多线融合发展作为核心素养落地的途径。

单元教学是素养导向下以课堂为主阵地培养学

生发展适应未来社会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质的重要

抓手，教师明晰单元组织的线索，洞察单元教学的组

织逻辑是单元教学实施的先决条件，在学科逻辑和心

理逻辑中寻找平衡是单元教学实施的关键。因此素

养导向的目标既是单元教学的出发点，也是单元教学

的最终归宿，通过素养协调统一单元教学中学科逻辑

与心理逻辑这一对特殊矛盾，转化为发展与变革的动

力，使单元教学能不断丰盈其时代内涵，拥有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教育应用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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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and Interpreting：The Evolu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cept Reconstruction in Unit Teaching

Tang Muwen1，3，Wu Libao2 & Cao Yiming1
（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2.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3.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it teaching is one of the crucial orientations in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veloping students’key compet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unit teaching it serves as a method of organ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has
evolved over time，and meanwhile，the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its connotation is the pro－
cess of the unification of disciplinary logic and psychological logic.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nit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ree value orientations：knowledge reduction orientation，
knowledge application orientation，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orientation through tracing the histori－
cal evolution theory，experience theory，and structural theory，the concept of unit teaching is ex－
plored，and at the same time，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disciplinary logic and psychological logic
has been sorted out. The current trend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ary logic and psycholog－
ical logic through literacy development，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unit teaching by combining
holistic and developmental views. Additionally，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with key competencies as the main line，aiming to reconstruct“In－
tegrated Competency Unit”.

Key words: key competencies；unit teaching；acade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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