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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中学数学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实显得尤为重要。大单元教学相比传

统课时教学更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培养核心素养。本文结合初中数学的内容制定了大单元教

学设计的一般步骤，然后选取“一次函数”为大单元主题进行了教学设计分析，并以“一次函数与方程、

不等式”为例设计教学过程，为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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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classroom teaching. Compared to tradi-
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large unit teaching is more conducive to students mastering knowledge as 
a whole and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this paper, the general step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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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re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and then the 
teaching design is analyzed by selecting “Linear function” as the theme of large unit,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designed by taking “Linear function, equation and inequality” as an exampl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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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明确提出：数学课程要培养学生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

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的核心素养[1]。新课标强调了课程育人导向，

优化课程结构内容，对核心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在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是十分必要的。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学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设计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选取初中数学中的“一次函数”为切入点，

探讨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策略，以期为数学教育提供一种可行的、具体的、基于核心素养理论的初

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为中学数学教师提供有益的教学参考。 

2. 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原则与流程 

大单元教学设计应贯穿核心素养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核心素

养；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特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采用启发式教学法，

引导学生通过发现、探究等方式构建知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水平差异，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2]。 
本文结合初中数学教学设计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一般步

骤：① 确定大单元主题；② 分析教学要素；③ 制定教学设计；④ 改进教学设计。如图 1。 
 

 
Figure 1. General step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图 1. 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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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实例分析 

3.1. 确定大单元主题 

一次函数是初中数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函数之一。通过学习一次函数，学生可以为后续的数学

学习奠定基础，如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同时，一次函数也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

因此，选择一次函数作为大单元教学设计，有助于扩展和深化学生的数学知识体系。 

3.2. 分析教学要素 

一次函数是初中数学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函数之一。通过学习一次函数，学生可以为后续的数学

学习奠定基础，如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同时，一次函数也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

因此，选择一次函数作为大单元教学设计，有助于扩展和深化学生的数学知识体系。 
1、课程标准分析 
课程标准中要求培养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解函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理解函数在

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具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通过数学方法进行问题分析和推理。 
2、学生分析 
一次函数的教学面向的是八年级的学生。八年级是学生数学学习的重要阶段。函数作为初中数学的

一部分，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需要耐心引导和解释，帮助他们正确理解一次

函数的概念。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更有利于学生建立起整体的知识框架，在学习函数的过程中体

会数形结合和数学建模思想。 
3、学情分析 
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能够列出表达式的能力。然而，他们在将实际生活情

境抽象为具体函数模型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掌握适当的数学方法，进一

步理解变量和函数之间的关系。教师可以通过使用有趣的实例和场景，引导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并将其

抽象为一次函数的数学模型。通过实际操作和练习，学生可以加深对一次函数的理解，并进一步发展他

们的数学思维能力。 
4、教学目标分析 
教学目标的分析包括分析教学内容涉及到的数学核心素养，并把情境与问题、知识与技能等四个要

素放到教学目标的设计中去，以此为依据和框架进行教学目标的设计，这样可提高教学目标设计的清晰

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要将必备品格与正确价值观融入目标之中。 
5、教学重难点分析 
参考新课标的要求分析一次函数的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学生需要理解一次函数的定义，能够绘制一次函数的图像，并理解图像与函数性质之间

的关系，理解变量与函数之间的关系，并能够通过实际问题建立函数模型，将一次函数的知识应用于解

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教学难点：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一些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需要引导他

们学会将数学知识与实际情境相结合，建立数学模型并解决问题，引导他们逐步培养抽象思维和数学建

模能力[3]。 
6、教学内容分析 
本文以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为例分析，一次函数是初中数学中最基础、最常见的函数之一。通过学

习一次函数，学生可以理解函数的定义、函数图像的特点等，打牢数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一次函数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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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许多概念和应用的基础，例如高中的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都与一次函数有着密切的

关联。学生掌握好一次函数的知识，可以为后续数学学科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人教版原教材内容编

排如图 2。 
 

 
Figure 2. Textbook content arrangement 
图 2. 教材内容编排 

 
7、教学方法分析 
分析本单元内容特点后制定的教学方法有： 
讲解法：教师可以通过讲解一次函数的定义、性质和概念来引导学生对一次函数进行理解。教师可

以使用语言、图示和实例等方式来解释并演示一次函数的相关内容。 
绘图演示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绘制一次函数的图像来加深对概念和性质的理解。教师可以提

供一些练习题，要求学生绘制相应的函数图像，并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和比较。 
小组合作法：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让学生共同探讨一次函数的概念、性质和应用等问

题。学生可以相互讨论并合作解决给定的问题，通过交流和合作提高彼此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案例分析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一些真实世界的实例，如经济、运动、物理等领域的问题，来应

用一次函数的概念和性质。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一次函数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价值[4]。 

3.3. 制订教学计划 

1、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课时 
围绕“一次函数”这个大单元主题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进行教学安排，将

大单元的教学分为四个模块进行，每个模块的教学都渗透了核心素养，并合理安排了课时计划，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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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near function” lesson plan 
表 1.“一次函数”教学计划 

大单元主题 模块主题 教材内容 教学内容 核心素养 课时数 

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的概念 19.1 函数 
19.2 一次函数 

1. 函数 
2. 一次函数 

数学分析 
推理能力 2 课时 

一次函数的图像

与性质 19.2 一次函数 1. 正比例函数一次函数 几何直观 
模型思想 2 课时 

一次函数与方

程、不等式的 
关系 

3.2 解一元一次方程(一) 
3.3 解一元一次方程(二) 
8.1 二元一次方程组 
8.2 消元——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9.2 一元一次不等式 
9.3 一元一次不等式组 

1.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 
方程的关系 

2. 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 
方程组的关系 

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

式的关系 

几何直观 
模型思想 3 课时 

一次函数模型的

应用 19.3 课题学习方案选择 一次函数模型的应用 应用意识 
创新意识 2 课时 

 
2、教学过程设计(以“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为例) 
【复习引入】 
教师提出问题： 
问题 1：一次函数的作图步骤是什么？可以根据图像归纳一次函数的性质吗？ 
问题 2：解方程的步骤是什么？ 
问题 3：解不等式的步骤是什么？ 
(给学生思考时间，请同学分享思考结果，教师评价) 
设计意图：复习引入，为后续教学内容做铺垫。 
【创设情景】 
环节一：探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问题 1】甲乙两家超市为了竞争，各推出不同的优惠方式：甲超市将所有商品七折出售，乙超市

对每次购物超过 300 元的部分打八折。 
思考：(1) 以 x 表示商品原价，y 表示实际消费金额，写出两家超市优惠活动的 y 关于 x 的函数关系式； 
(学生独立思考并回答，教师评价) 
(2) 画出所列函数的图象并观察，分别找出图象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并求出对应方程的解； 
(3) 讨论函数图象方程的解的关系。 
(小组讨论，教师巡视指导，讨论结束小组回答，学生互评，教师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总结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1) 当一次函数的函数值为 0 时为一元一次方程； 
(2) 一次函数图象与 x 轴的交点的横坐标为对应方程的根。 
设计意图：由现实情境引入新课，将数学问题与实际生活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出有层次的

思考题，引发学生思考，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小组讨论加强学生的合作交流，提高归纳总结能力，促

进核心素养的发展。 
【练习】(1) 函数 5 4y x= + 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为______，此函数对应方程的解为______。 
(2) 方程 5 8 6x − = 的解为______，若函数 5 8y x= − 的函数值为 6，那么对应的自变量 x 的值为______。 
(3) 如图 3，已知直线经过点 A，求此直线与 x 轴、y 轴交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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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unction image 
图 3. 函数图象 

 
分析：要求此直线与 x 轴、y 轴的交点坐标，就需确定这条直线对应的函数解析式，即确定直线

3y kx= − 中的 k，这由直线过点 A 求得。 
环节二：探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关系 
教师继续展示问题 1，让同学们观察图象，并思考： 
(1) 当 x 取什么值的时候，函数的图象位于 x 轴的上方？此时 y 值的取值范围是什么？当 x 取什么值

的时候，函数的图象位于 x 轴的下方？此时 y 值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2) 结合(1)，试着总结一次函数图象与不等式之间的关系。 
(教师引导，学生小组讨论，教师巡视指导，学生代表分享，同学补充，教师总结并板书) 
(3) 根据函数图像，当 x 取什么值时，①选择甲超市更划算；②选择乙超市更划算；③甲、乙超市一

样划算。 
教师再次引导学生将一次函数与不等式的关系总结如下： 
(1) 当函数值大于 0 或小于 0 时即为不等式； 
(2) 当函数的图象在 x 轴上方时，则对应的不等式大于 0； 
(3) 当函数的图象在 x 轴下方时，则对应的不等式小于 0。 
【练习】(1) 一次函数 ( )0y kx b k= + ≠ 的图象如图 4 所示，则不等式 0kx b+ < 的解集是______；当

0kx b+ > 时，该不等式的解集是______。 
(2) 已知一次函数 ( )0y kx b k= + ≠ 的图象如图 5 所示，根据函数图象回答下列问题：① 该一次函数

的解析式为______；② 方程 0kx b+ = 的解为______；③ 不等式1 3kx b< + < 的解为______。 
(3) 如图 6，函数 3y x= − + 和 2 6y x= + 的图象相交于点 A，则不等式 3 2 6x x− + > + 的解集为______；
3 2 6x x− + < + 的解集为______。 
环节三：探究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的关系 
教师继续展示活动 1 的题目，请学生仔细观察图象，并思考： 
(1) 关于乙超市的函数关系式，将它变形成二元一次方程的形式为______；将二元一次方程

0.8 0x y− = 转化为一次函数的形式为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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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Function image 
图 4. 函数图象 

 

 
Figure 5. Function image 
图 5. 函数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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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Function image 
图 6. 函数图象 

 
教师提出：对于乙超市的函数关系式，任意给出自变量 x 的值，都可以求得相对应的 y 值，教师通

过 PPT 展示列表，继续提出问题： 
(2) 将表中每一对 x，y 值带入二元一次方程，能使方程成立吗？ 
(3) 取使方程成立的几组 x，y 值作为坐标，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标出坐标所对应的点然后连接每个

点画出图象，观察图象与一次函数的关系。 
(请学生同桌交流讨论，分享讨论结果，教师评价或学生互评。) 
最后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将函数与方程的关系归纳总结如下： 
(1) 二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可以互相转化，二元一次方程有无数多组解，解的全体叫做二元一次方

程的解集； 
(2) 每个二元一次方程都对应一个一次函数。 
教师继续提出问题：将关于甲、乙两超市的函数关系式转化为二元一次方程的形式分为______；

______；将方程联立得到方程组为______。 
结合函数图象，方程组的解是否就是两函数图象的交点坐标？再深入了解任意两个一次函数图象的

交点是否就是它们所对应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教师在 PPT 中展示例 1：画出函数图象解方程组
3 0

5 3 1
x y
x y
+ =

 − =
，几何画板展示画图过程。让同学们观

察两个函数图象的交点坐标是否就是它们所对应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展示例 2：利用函数图象解方程组
3 1

2 5
y x
y 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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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同学在黑板书写过程，教师批改并评价。) 
引导学生自己归纳总结一次函数与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关系： 
可以利用一次函数的图象求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即分别将两个方程转化为一次函数的形式，然后

画出函数图象，两函数图象交点的坐标即为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练习】如图 7 所示，一次函数 2 1y x= + 与的 4y x= − + 图象相交于一点，则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

为______。 
 

 
Figure 7. Function image 
图 7. 函数图象 

 
设计意图：(1) 三个环节都以同一个生活情境引入，有利于学生从同样的情境中抽象出函数、方程和

不等式模型，促使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模型思想等数学核心素养。 
(2) 从同样的生活情境中提出不同的问题，促使学生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有利于提高学生发

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教学，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促使学生用数学的语言表

达现实世界，提高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 
(4) 在每个环节设置练习题，有利于学生及时巩固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课堂小结】 
请学生分享他们本节课的感想与收获： 
(1)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 
(2) 探究知识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你学到了哪些数学思想与方法？ 
设计意图：让学生自己总结与分享，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让学生更全

面的理解知识之间的联系，掌握运用知识的方法。 
【课后作业】 
(1) 整理本节课内容，构建知识结构图； 
(2) 课后练习题。 

3.4. 反思并改进教学设计 

通过测试评估学生在课堂上对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关系的理解程度。如果有学生存在困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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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完全掌握相关概念，教师应考虑增加更多的示例和练习，以及提供更直观、具体的解释，帮助他们

理解概念。 

4. 总结 

本文绘制了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数学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然后以“一次函数”为大单元主

题，对各教学要素进行分析，合理安排了教学内容与课时，最后以“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为例设

计了教学过程，采用自主探究、小组合作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从中归纳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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