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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单元教学指的是系统地将具有关联性的知识进行分析、重组、整合以此形成比较完整的教学单元，其

具有整体性、层序性、创造性的特点。本文以高中数学中的函数大单元为例阐释了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整

体规划和教学细则。大单元教学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促进

课堂转型等方面。我国大单元教学的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要达到全面推广的水平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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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unit teaching refers to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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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o form a relatively complete teaching unit,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sequence, and creativi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unction large unit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teaching rule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design. The val-
ue and significanc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are reflected in promoting deep learning among students,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teachers, and promoting classroom transformation. The de-
velopment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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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学科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一个重要的共识是“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

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景化”[1]。单元教学以其能够摆脱碎片化、短历式、岛屿式学习所带来的

危害而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走向深度学习、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2]。单元教学法最

早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美“新教育运动”和“进步运动”，克伯屈提出的设计教学法实际上就

是大单元教学法的雏形；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后，陈鹤琴等人曾对学前儿童进行了教育实验，其活教育

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夏丐尊、叶绍钧主编的《国文百八课》初具单元形态，

为教师开展单元教学提供了依据；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单元教学主要是依据教材单元实施[3]。经历 70
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单元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近年来大规模开展大单元教学奠定了基础。纵

观国内近几年大单元教学的发展，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于如何基于数学学科开展大

单元教学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2. 大单元教学简述 

2.1. 定义 

大单元教学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莫里逊在莫里逊大单元教学法中提出。传统教学中的教学内容是依据

课时目标所划分的固定内容所组成，而大单元是一个完整的学习单元、是一个聚焦于某一主题的微课程，

强调学生学习的整体性与系统性[4]。大单元教学以教材为基础，运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维，对教材中

“存在内在联系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巧妙重组和有效整合，从而构建相对完整且连贯的教学单元，

并将教学设计付诸于实践，对教学过程进行整体性评价[5]。随着《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的正式出台以及新一轮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大单元教学已然成为当下备受瞩目的热门话

题。 

2.2. 特点 

整体性是单元教学设计的最突出的本质特征[5]。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如果只注重单一课堂的知识传

授，很容易忽视对知识前后关系的梳理。核心素养导向下的课堂教学强调知识学习的系统性，教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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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有内在联系的”知识，并将其系统化的呈现，这样才有助于学生自主构建知识框架，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 
层序性是指在教学单元内，每一节课或者不同单元之间，均按照知识的系统性原则，由易到难、由

浅入深进行精心编排，从而构建出一个清晰的教学梯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设计具有不同

难度的练习题，这样既可以让基础薄弱的学生扎实掌握基础知识，又能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提供扩展

和提升的空间。 
创造性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传授知识、解决问题为主的教学中，教师不断地提供

新的问题，学生进行问题解决，学生的学习在解出答案之后便停止，这种学习方式可能会降低学生学习

的积极主动性。而大单元教学强调教师在考察学生学情之后对于教学单元的独特诠释，因此整个教学过

程需要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体现出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的生成性和教学结构的延展性。 

3. 函数大单元教学设计 

钟启泉教授曾说，单元设计并非仅仅局限于知识点的传授与技能训练，而是教师基于学科核心素养，

深入思考如何围绕特定目标与主题设计探究活动，旨在构建富有成效且高质量的教学活动，他提出单元

设计一般遵循“ADDIE 模型”，这一模型包含五个关键步骤：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

(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评价(Evaluation) [6]。如表 1 所示，为了发挥单元化整体教学的作用，

笔者试图将高中数学人教 A 版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函数部分串联成一个大单元，下分多个小单元，让不

同函数类型的学习过程能够前后呼应、相辅相成，通过比较学习法更好地掌握高中所需学习的各种函数。 
 

Table 1. Unit design ADDIE design process 
表 1. 单元设计 ADDIE 设计流程 

阶段 任务 

分析阶段(A) 课标分析、教材分析、学情分析、重难点分析、教法分析 

设计阶段(D) 确定单元目标、课时目标；设计单元教学流程、课时流程 

开发阶段(D) 开发课堂活动、步骤课外探究任务 

实施阶段(I) 进行教学实践、收集反馈 

评价阶段(E) 试题测试分析、问卷分析、学生访谈分析 

3.1. 学习路径 

函数是高中数学课程中的一条核心主线，贯穿始终。高中数学所包括的函数内容主要是函数的概念

与性质、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一元函数的导数、函数的应用等。笔者将函数这一

大单元的内容及学习路径归纳为：预备知识→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

函数→一元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其中预备知识主要指的是起到衔接作用的知识，在初中阶段，学生已

经学习了一元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不等式之间的联系，而到高中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并应用

二次函数，使学生通过关联性的新知学习回忆起初中学习函数的历程，以此更好地进行下面的正式学习。

在初中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函数概念之后，引入四类高中最重要的具体函数，按照“背景–概念–图像与

性质–应用”的路径由易到难介绍四类不同的函数，最后过渡到函数的导数及其应用，为高等数学的学

习做好铺垫，学习路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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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earning path 
图 1. 学习路径 

3.2. 教学设计  

3.2.1. 预备知识 
预备知识的教学拟采用两个课时，主要目的是做好初高中衔接工作，具体规划如下。 
第一课时：主要是一元二次不等式的学习，建立起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不等式之间的联系。 
第二课时：归纳二次函数求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程序，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2.2.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 
函数的概念与性质部分拟采用 6 个课时。其中，3 个课时用于函数概念的学习，2 个课时用于函数性

质的学习，1 个课时用于总结、评价。 
第一、二课时：由具体问题情境出发，引导学生理解函数的定义，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思维。 
第三课时：明确函数的三种表示方法，并能进行简单应用。 
第四、五课时：函数单调性、奇偶性的学习。 
第六课时：总结、评价。 

3.2.3. 四类具体函数 
四类具体函数学习是高中函数学习的重点部分。遵循一般函数的学习方法，本部分拟采用 29 个课时。 
第一课时：理解幂函数的概念，掌握五个具体的幂函数。 
第二、三课时：指数概念的学习，注意指数范围的扩展。 
第四、五课时：指数函数概念、性质、图像的学习。 
第六、七课时：对数概念的学习。 
第八课时：对数函数概念的学习。 
第九、十课时：对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的学习。 
第十一、十二课时：任意角和弧度制的学习。 
第十三~十五课时：三角函数概念的学习。 
第十六、十七课时：诱导公式。 
第十八~二十一课时：三角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第二十二~二十七课时：三角恒等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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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二十九课时：函数 y = Asin(ωx + Ψ)的学习。 

3.2.4. 一次函数的导数及应用 
这部分内容是学生在学完四大类函数之后的深化，通过具体问题情境的导入引导学生从函数的角度

思考问题。本部分拟采用 12 个课时。 
第一~四课时：学习函数的概念及其意义。 
第五~八课时：导数的运算。 
第八~十二课时：函数应用。 

4. 高中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价值与意义 

4.1.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数学是学习和研究科技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要求教育领域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要求学生具备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大单

元教学可以整合新旧知识并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是目前教育界比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改善了以往

教学中知识零散、体系不完备的缺陷，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我国数学教

育重视核心素养的培育，而数学素养的培养离不开深度学习中的思维能力的培养。 

4.2. 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当前，数学教师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数学课程内容的精准把握能力、数学教学巧

妙设计能力、数学课堂高效实施能力以及深入教学反思能力[5]。首先，大单元教学设计有助于教师从整

体上把握教学目标，促进课程目标的达成；其次，大单元教学设计能够协助教师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数

学知识体系。通过深入挖掘数学知识、技能背后的背景、思想、方法，教师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全面

而深刻地理解所教课程内容[5]。最后，大单元教学有助于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提高，教师依据本班同学

情况自主进行大单元设计，既促进学生知识掌握，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教学能力。 

4.3. 有利于促进课堂转型，提升教学品质 

钟启泉教授曾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线教师普遍倾向于“课时主义”，对“单元设计”没有给予足够

的关注[7]。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尤其是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传统对知识进行分解的单课时教学

已经不能够满足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大单元教学以其整体教学的突出优势成为当下教学的热点。大

单元教学是推动课堂由课时主义向单元设计转变的关键支撑点，通过单元设计，我们能够打破个别知识

点之间的隔阂，克服知识点零碎化的缺陷，进而促进整体教学的实施和发展[6]。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单元整体教学符合当前教学改革趋势，其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然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探索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许多困境。例如，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

宏观研究多、理论研究少的困境，对大单元教学的内涵、价值探讨颇多，而对于设计大单元教学的核心

要素方面涉及较少[3]。高中数学教师需在大单元教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开展教学设计，重视学生的全面

发展和素质提高，为未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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