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5), 734-738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5826 

文章引用: 郑茗溪, 李文钰. 初中数学“三角形”大单元教学实践[J]. 教育进展, 2025, 15(5): 734-738.  
DOI: 10.12677/ae.2025.155826 

 
 

初中数学“三角形”大单元教学实践 
——以“全等三角形”为例 

郑茗溪，李文钰* 

北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吉林 吉林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2日 

 
 

 
摘  要 

随着《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大单元教学”的提出，大单元教学成为数学教学改革的

重要方向。它要求教师更加注重数学知识间的整体化与逻辑化，教师要深入挖掘相关知识体系的内在联

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该背景，本文对大单元教学进行介绍与价值探讨，并以全等三角形判定教

学为例，构化出“三角形”大单元的教学框架，详细阐述基于大单元教学下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从

而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和学习全等三角形，帮助学生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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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large unit teaching”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large unit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form. It requires teachers to focus more on the integration and logical structure of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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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tical knowledge, delving into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within relevant knowledge systems to sup-
port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the 
valu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using the teaching of congruent triangle criteria as an example to con-
struct a “triangle” large unit teaching framework. It elaborates on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process under large unit teaching, thereby promoting students’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of congruent triangles, assisting them in achieving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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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学教育作为培养学生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学科，其课堂教学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2022
年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教师应构建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的课程内容，促进学生形成

结构化知识网络。”传统几何教学常将三角形知识点碎片化(如孤立讲解全等条件、角平分线性质等)，导

致学生难以建立知识间的内在联系，面对综合问题时束手无策。本文章提出“三角形”大单元教学的框

架，并以“全等三角形的探究”为例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本研究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教学策略，

也为课程改革提供了实证参考。 

2. 大单元教学的概述 

2.1. 大单元教学的概念与内涵 

传统的教材单元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目标，依据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来建构的单元，也就是教材编

写顺序的单元。以初中数学人教版第十二章“全等三角形”和第二十七章“相似”为例，两章都设计了判

定和性质的相关知识点，这样不易形成解决问题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法[1]。因此，为了使教学更加系统，

大单元教学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结构化教学的呼唤下，大单元教学是要让学生形成系统思维。例如，教师可以衔接人教版八年级

上册第十三章“轴对称”与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二十三章“旋转”相关知识点，实施大单元教学[2]。大

单元教学设计是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教学方法，它突破了传统的小单元、孤立的知识点教学模式，更

加强调课程内容的整体把握、教学内容的实际应用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以及教学评价的多样性和综合性。

这种设计方法以重大主题或任务为中心，对学习内容进行分析、整合、重组、发展，从而形成明确的主

题、目标并进行有机整合，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教学单元[3]。这种设计方式更加强调教学组织的结构性和

一致性、学习过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学科发展和创造力。大单元教学设计步骤为：确定学习目标、

制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评价、实施教学评价、调整教学计划、循环迭

代。 

2.2. 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

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大单元教学以系统化思维为核心，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 SOLO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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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大单元教学提供了理论根基[4]。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并非由教师的传授得到，而是学生在他人及其他学习资源的协助之下，

将新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相关联，通过自我进行建构，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将“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作为学习的四大要素[5]。其中，“情境”强调必须创设有

利于学生建构所学内容的情境。“协作”强调要贯穿于学习全过程。“会话”表明需要将探究活动放在重

要位置，让学生通过质疑、协商、理解、解疑、深化，最终完成建构。“意义建构”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目

标，需要将新旧知识进行关联，帮助学生既要了解该事物的性质、规律，又要把握该事物和其他事物之

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形成系统的结构，完成自我建构[6]。 
SOLO 分类理论将学生对处理问题展现出来的思维能力水平，从低到高分为前结构、单点结构、多

点结构、关联结构和抽象拓展结构等五个水平[7]。前结构水平是指学生处理问题时，不能找到相关线索，

只能凭借感觉对问题进行判断并得到问题的答案；单点结构水平是指学生对问题的处理只关注单一的线

索，只能凭借单一的知识得到问题的答案；多点结构水平是指学生对问题的处理能够找到多个线索，但

无法将线索联系起来，只能凭借零散的多条线索得到问题的答案；关联结构水平是指学生对问题的处理

能够将多条线索与问题有效地联系结合起来，从而能够得到综合的答案；抽象拓展结构水平是指学生

不仅能够将问题和所学的多项知识联系起来，还能够联系自身经验对问题进行拓展思考，从而能够得

到一个趋向于理论、本质的答案。面对现实生活复杂的情境与问题，要求学生具备更高层次的思维水

平，如关联结构水平及抽象拓展结构水平，促进学生能够运用推理和创造性思维解决生活问题。因此，

需要从传统的只强调知识点的教学模式转向让学生形成立体与系统知识的知识线、知识面及知识体的教

学模式。 

2.3. 大单元教学的价值与要求 

1. 大单元教学的优点：(1) 注重数学知识整体性与迁移：大单元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把

握知识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推动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及其在实际中的迁移应用。(2) 助于培养学生高

阶思维能力：大单元教学通过链式学习，引导学生分析、综合、评价，可以弥补传统教学机械记忆方面

的缺点。(3) 利于提高教师教学效率：大单元教学减少了一般教学知识点的重合面，又避免了知识点的割

裂，一方面节省课时，另一方面也方便教师对学生学习知识点掌握能力的评价与查缺补漏。 
2. 大单元教学的缺点：(1) 课程设计难度与教师教学水平难以匹配：大单元教学对教师的水平要求

更高，现有的教师发展水平很难与大单元教学设计难度进行匹配。(2) 学生适应程度不同：大单元教学是

新型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接受了数几年传统模式教育的学生可能难以适应，学生的适应程度不同，教学

效果也就不同。(3) 难以找到衡量大单元教学评价工具：传统的考试和评价体系不能更好更全面的适用于

大单元教学的评价，这需要开发新的评价工具以及评价方法。 

3. “三角形”大单元教学实施 

3.1. 框架展示 

以人教版教材为例，教师应深入研读《新课标》和相关教材，明确“三角形”各章节在初中数学教材

的位置与内容要求，确立教学目标、核心知识点、教学策略，并梳理初中整个“三角形”知识点并找寻它

们之间的联系与内在关系。要适当借助现代技术演示几何变换，帮助学生直观学习，做到数形结合。在

此基础上，整理“三角形”大单元框架为：“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特殊三角形”→“全等三角形的

探索”→“相似三角形的奥秘”。由此帮助学生逐步从直观感知走向严谨论证，最终形成三角形知识网

络，落实新课标要求的“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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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单元教学的创新性与多元教学评价方法 

在大单元教学理念的引领下，为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教师应灵活运用

多元教学方法，为数学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基于更宏观的角度审视教学内容，通过

前测、访谈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在整个大单元知识体系中的实际学情，包括对不同知识点的衔接程度、

学习难点以及兴趣点等，然后设计科学、合理的大单元教学目标，将大单元内的各个知识点进行有机整

合和规划。在目标的引领，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多个小组，并衔接合作学习法、情境教学法等，组织学

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中，促进其有效交流与深度思考。以衔接人教版八年级上

册第十三章“轴对称”与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二十三章“旋转”相关知识，实施大单元教学为例。首先，

教师可通过前测设计一系列由浅入深的题目，考查学生对图形的基本变换、轴对称的性质等前置知识的

掌握情况，同时通过一对一访谈，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对于旋转和轴对称的直观感受和生活中的应用实例，

以此挖掘学生的兴趣点和学习难点。 
基于评估结果，教师需精心设计分层教学目标：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重点巩固轴对称的定义、基

本性质及旋转的基本概念；对于中等水平的学生，则引导他们理解并掌握旋转的性质、轴对称图形的特

点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则进一步拓展、探索旋转与轴对称在复杂几何图形中

的综合应用。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实施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师生、生生间的深度互动。首先，教师可以基于

生活视域，引进具有旋转对称和轴对称特征的建筑、图案等实例，并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引导学生思

考这些现象背后蕴含的旋转与轴对称的知识，以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探索欲，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奠定

良好的情感基础。接下来，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4~6 人，确保每组内成员能够优势互补，

然后提出大单元挑战任务：设计一种方法，判断一个图形是否具有旋转对称性；探究轴对称图形在经过

旋转后会发生哪些变化。针对任务一，小组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可以设计实验方案，如通过图形的旋转

操作、观察重合情况等方法展开动手实践，以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并记录实验过程和结果。针对任务二，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轴对称图形在旋转过程中的性质变化，并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图形分析等方

式进行推导。随后，学生可以利用作图工具辅助思考，并用数学语言描述推导过程。在合作实践的基础

上，教师可以组织小组成员共同撰写小组报告，并以 PPT、实物模型或图示辅助说明。最后，每个小组

轮流上台展示研究成果，其他小组可以提问或提出不同见解，如“你们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有哪些困难？

如何改进？”“如果改变图形的复杂程度，你们的方案是否仍然可行？”等，以此营造积极的互动和交

流氛围，实现深度学习。 

4. 初中数学“全等三角形”判定第 1 课时的教学设计概述 

情境导入：首先回顾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以及特殊三角形、中位线和角平分线等相关知识点，帮

助学生梳理学过的与三角形相关的知识点。接着从生活实际出发，展示生活中的全等三角形(如窗户、图

案)，并提问：“这些图案有什么共同特点？”，帮助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找到数学，利于学生以后

在生活中应用数学。接着让学生剪纸剪成两个相同的三角形，并提问“同学们是如何剪成的？”“大部

分同学是不是以三角形三边为参照的呢？”，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适当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 
合作探究：将学生进行分组合作，探究四个实验，通过合作得到实验结果。由此既培养了学生的合

作沟通能力，又利于学生对后续判定定理的理解与记忆。 
实验 1. 给定三边长度，能否画出唯一的三角形？(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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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给定两边及夹角，能否画出唯一的三角形？(SAS) 
实验 3. 给定两角及夹边，能否画出唯一的三角形？(ASA) 
实验 4. 给定两边及一个角，能否画出唯一的三角形？(SSA) 
最后通过实验数据归纳总结得到全等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并重点强调“SSA”不能作为判定依据。 
深化理解：展示例题：将三角形进行旋转后与另一与其全等三角形重合，写出对应边和对应角。由

此帮助学生在后续习题中对图形变化的掌握与解答。再通过相应的判断题帮助学生对全等三角形判定定

理的记忆与理解，并适当结合几何画板进行动态演示全等变换(平移变换、旋转变换、翻折变换)。让学生

画出全等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中位线等等，发现它们长度，角度都是完全一致的。并以此设计全等与角

分线定理综合应用的习题。 
例如：(SAS 判定与角平分线问题)在 ΔABC 中，AD 是∠BAC 的平分线，且 BD = CD。求证：AB = AC。 
分析：1. 目标：证明两边相等，需通过全等三角形转移边。2. 条件：角平分线提供∠BAD = ∠CAD，

BD = CD 为已知边。3. 隐含条件：AD 为公共边，但夹角需验证。 
证明步骤：① 在 ΔABD 和 ΔACD 中，BD = CD (已知)，∠BAD = ∠CAD (角平分线定义)，AD = 

AD (公共边)，则 ΔABD ≌ ΔACD(SAS)。② 由全等性质得 AB = AC (对应边相等)。 
拓展思考：若去掉 BD = CD 的条件，添加“DE ⊥ AB，DF ⊥ AC，垂足分别为 E，F”，能否证明 AB 

= AC？ 
总结反思：(1) 提问式总结：“你今天都收获了什么”，让学生总结今天都学到了什么，培养学生的

总结能力和反思能力。(2) 绘制思维导图：让学生绘制思维导图，对本节课的重点知识进行梳理，方便后

续的知识点梳理与汇总。除此之外，课后布置作业方面要布置包含多种题型的作业，既有基础题目又有

提高题目，确保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知识点。 
评价反馈：通过课堂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度、分组合作讨论度来初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设计自

评和互评表格让学生组内互评和个人评价，由此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团队写作能力。最后用随堂

测验，分析测评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点掌握的广度与深度，后续及时做出相应的教学策略调整。除了学生

自评和学生互评，也要注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学生对本节课的评价，做到真正的以学生为主体。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教育背景改革的背景下，实施初中大单元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且在

许多学校这种教学方式方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如何更好的发挥大单元教学的

优势，弥补大单元教学的弊端这一课题对教育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总之，大单元教学的

出现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将知识点融会贯通，也便于教师对学生薄弱知

识点的查缺补漏，对学生掌握能力较差方面进行巩固和加强。种种举措全面提高了数学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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