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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展开，打破传统的“单元”、“课时”教学的教学组织方式，按照学科

“大概念”开展“大单元”教学是实现“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转型的必由之路，更是帮助学生形

成知识体系，实现地理综合思维培养的重要举措。文章发现虽然高中地理师生都认可地理学科大概念下

的大单元教学方式，但就如何进行教学组织仍存在认知盲区，从而导致实践应用不力。鉴于此，文章以

“自然界中的水循环”一节的教学为例，提出了基于整体，凝练单元教学大概念、知识迁移，结构化教

学内容、综合考量，确定单元教学目标、情境介入，单元教学过程深度化、过程导向，提升教学评价质

量等基于地理核心素养培养的学科大概念下的大单元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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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basic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rganiza-
tion method of “unit” and “class hour” teaching and carrying out “big unit”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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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concept” of the subject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nowledge-based” 
to “literacy-base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help students form a knowledge system and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though high school geogra-
phy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cognize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there are still cognitive blind spots on how to organize teaching, which leads to inadequate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of “Water Circulation in Nature” as an ex-
ample and proposes a teaching strategy based on the overall concept of unit teaching, condensed 
unit teaching concepts, knowledge transfer, structured teaching content, comprehensive consider-
ation, determination of unit teaching goals, situational intervention, deepening and process-ori-
ented unit teaching processe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evaluation quality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cultivating geographical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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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指出：地理学兼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在地理

学科教学中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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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

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1]。这启示在日常的地理课程教学中应运用大概念、大单元教学的方式展开。近年

来，以“学科大概念背景下大单元教学”为策略的教学设计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优

化传统的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方式，建构知识逻辑与结构，使学生了解地理学科的本质，学习对生活有

用的地理，达成核心素养背景下的育人目标。许多教师在实践中困囿于如何设计与开展地理学科大概念

下的大单元教学，目前学者提出的学科大概念下大单元教学设计在于关注知识的整体性，其实质是基于

对教材内容以知识点为单位完全把握与剖析后，再根据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围绕不同的授课主题进行知

识提取与重组的过程[2]。但是依据此所归纳出的学科大概念下的大单元教学主要还是通过提取单元核心

知识点的方式进行，故依旧停留于知识导向的层面。因此，本文以“自然界中的水循环”一课为例，提出

具体的针对高一年级学生的基于地理核心素养的学科大概念下大单元教学的实施策略，使用创新性课堂

的方式，尝试优化现有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地理知识结构化，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

达成《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中有关地理教育教学的要求。 

2. 地理学科大概念下大单元教学理论探析 

2.1. 学科大概念与地理学科大概念 

学科大概念由布鲁纳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其强调无论教师所教的科目是什么，教学的重点应是

使学生能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只有理解了事物的基本结构，才能在多样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事物间的

联系，掌握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3]。有学者认为，学科大概念能够将零散的知识点纳入学科基本结构体

系，是具有高度抽象性、广泛解释力的概念。而大概念学习是学生主动搭建知识支架，从而实现深度学

习的关键举措[4]。经过不断地深入研究，对于学科大概念的内涵国内外学者给出的相关定义大致可以归

纳为以下四个层次：意义模式、认知框架、核心概念和上位概念[5]。结合地理学科的特点，可将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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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概念划分为：地理课时大概念、地理单元大概念、中学地理学科大概念、地理学科大概念、跨学科

大概念和哲学概念等层次，其抽象程度不断增加。 
本文讨论的大概念是指上位概念，即位于最高层次的大概念，是高度抽象化的大概念，旨在基于地

理核心素养，以综合课程的形式开发具有系统性、情境性、生活化意蕴的“沉浸式”深度学习课堂，其跨

越、模糊了学科的边界，有助于学生对于地理学科基本结构的掌握，加强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帮助学

生从综合性的角度思考理解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水循环”一节为例，其学科大概念、地理学科大概

念与水循环知识点对应关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Conceptual system map with multi-level structure of the discipline’s big idea, the geography discipline’s big idea, 
and the water cycle unit’s big idea 
图 1. 学科大概念、地理学科大概念、水循环单元大概念多层级结构的概念体系图 

2.2. 地理学科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是针对于现如今高中地理教学中课时教学而言的，是指教师以某一单元核心知识点所体

现的地理核心素养为大课题，对于学习内容进行整合、分析、重组和开发，通过组织任务群、问题链等

形式将教学内容、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事件，从而形成具有明确主题、目标、内容、

情境、探索、评价等元素的综合性的、高度结构化的课程。有学者强调，地理学科大单元教学具备重构

知识体系、形成系统认知、加深学科理解、实现学习进阶等功能，可以促进学生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视

角来解释与分析地理问题，进而达到培养学生地理核心素养的目的[6]。结合中学地理学科的特点，地理

学科大单元教学强调要将教学组织成趋向大概念的、整体的、连贯的学习过程[7]，其要求教师从整体性

的角度出发，从更高、更为抽象的维度跨学科、跨学段地设计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

法等，避免知识传授的碎片化，从而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形成地理环境整体观，达

成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3. 地理学科大概念下大单元教学实施策略 

3.1. 基于整体，凝练单元教学大概念 

从整体的角度凝练出教学的大概念是地理学科大概念下大单元教学的中心环节。美国教育学家杜威

指出传统的分科课程肢解了儿童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他提倡课程的组织要以学生的直接经验为

中心，要以综合课程作为主要的课程类型，引导学生“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8]这就要求课程教学

要基于课本更超越课本，突出课程组织的整体性，以学生为中心，尝试跨学科、跨单元组织综合课程。

教师可通过整合知识内在逻辑、结合生活实际中的实际案例、分析核心素养要求等方式凝练出单元教学

的大概念[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035


薛晨鹏 
 

 

DOI: 10.12677/ae.2025.1561035 606 教育进展 
 

以“水循环”一节的教学为例，其选自于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必修一第三章第一节，课本从水循环

的概念出发，利用水循环的示意图介绍了水循环的主要过程和类型，如果严格按照教材编排顺序授课便

会导致教学重点放在水循环的过程和类型等碎片化知识点的堆积上，学生难以从整体性的角度思考和理

解水循环的相关知识，难以做到知识体系的建构。因此，基于大概念教学理论，可提取本节课的单元教

学大概念为：地球上的地理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内，不同尺度的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的地理循环

过程构成了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10]，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子概念：① 在同一空间尺度内，水循环各

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若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其他环节也会受到影响；②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内，

各类型的水循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3.2. 知识迁移，结构化教学内容 

地理学科大概念下的大单元教学注重知识之间的结构与逻辑性，强调教师应站在一个更为抽象、更

为上位的角度上整合单元内容，跨学科、跨学段地进行教学。教师可以通过设计由浅及深的结构化问题、

合理运用发现学习的学习策略将知识的结构清晰地呈现给学生，使学生在了解知识的逻辑结构后进行细

化的学习，实现从抽象到具象的学习，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思维，驱动学生对地理问题的持续深入思考，

从而促进学生全面、系统地认识地理学科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认知结构水平和知识迁移能力。 
以“水循环”一节的教学为例，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时不仅要考虑到本节的内容，即地球上水的是

如何循环运动的，还要涉及到本节内容在本单元内的逻辑关系，即水循环与地球上的水存在的意义、各

种水体的性质等知识之间的关系，更要体现本节内容在中学地理中的逻辑关系，即从地理环境整体性角

度上了解作为地球圈层之一的水圈的性质及意义，从而达成大单元教学的目标(如图 2 所示)。通过上述环

节设计的教学内容可以使学生在知识习得的同时了解水循环在地理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促进学生知识结

构的建构，加强前后知识的联系，培养知识迁移能力。 
 

 
Figure 2.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he water cycle 
图 2. 水循环教学内容结构图 

3.3. 综合考量，确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制定首先要明确课程标准的要求，要紧紧围绕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展开。其次，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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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可度量的行为动词，对于学生在课程学习后应达成何种水平进行具体清晰的描述。最后，教学目标

要集中指向该单元大概念，使学生对知识在更高层次上有整体性的理解。 
以“水循环”一节的大概念教学为例，从学生的具体学情出发，虽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

例如降水、河流等简单的水环境，但这仅是地球上水环境中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地球上水圈的环境更为

宏观、抽象，有一定的理解难度。由于高中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引导学生从

观察生活中的水环境入手，不断思考、想象地球上的水可能的存在形式与运动方式，从而获得解释并掌

握预测现实世界的能力。因此，结合新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和学生的具体学情，将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

计为：整体把握水循环的过程，能够结合示意图说出水循环各环节是如何运动并紧密联系的(综合思维)；
能够基于地理环境整体性分析自己所在区域的水循环过程(区域认知)；结合水循环的示意图，从各过程相

互影响的角度说明勉县暴雨后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地理实践力)；能够形成人与水和谐共生的观念，在日

常生活中自觉节约、保护水资源(人地协调观)。 

3.4. 情境介入，单元教学过程深度化 

教学情境应当是贯穿课堂教学始终的，而不是仅仅简单地作为课堂导入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日常

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往往具有复杂性，这就要求教师充分地分析学情，将复杂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地有

机分解，构建情境片段，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分析、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

理”的目标。在选择教学情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 情境要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2) 情境要具有时代性。

情境是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桥梁，通过在教学中创设情境有助于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深入地思考问题，

打造“沉浸式”的深度学习课堂体验。基于地理学科大概念的深度教学要求紧扣单元主题，舍弃非主要

内容，使课堂既有骨又有肉[11]，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把握知识学习的深度、学科思维的深度、价值内涵

的深度和教学组织的深度，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打造具有深度的“沉浸式”体验课堂。 
以“水循环”一节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勉县暴雨这一事件导致的城市内涝现象引导学生思考

自然界中的水是如何运动的，并将此情境贯穿课堂始终，以小水滴经历的形式带领学生从整体性的角度

体验水循环的过程，并请学生画出水循环的示意图，总结水循环的概念。在讨论水循环意义的部分，教

师可以继续深化情境的运用，通过对比正常时段勉县的水循环情况引导学生从水循环整体角度分析探讨

水循环的现实意义，并请学生思考暴雨后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同时，为充分实现围绕地理学科大概念

进行大单元教学，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重新组织教学顺序，适当加入其他章节与水循环相关的

内容(如表 1 所示)，例如通过汉江的流水地貌引导学生思考水循环的意义——塑造地表形态；在讲解海上

内循环时，带领学生探秘海水的运动；在分析水循环各环节水量变化相互影响时，引发学生思考如何有

效防治洪涝灾害等，以保障大单元教学的落实，组织深度学习的课堂。 

3.5. 过程导向，提升教学评价质量 

地理学科大概念下的大单元教学要求教师实现“教–学–评”的一体化，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都要以评价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为中心，教学评价应当是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而不

仅仅只是在课后进行终结性评价。“教–学–评”一体化的展开要求学生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对自己学

习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教师也要以教学目标为依据，不断地对学生当前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并依据

评价结果来动态地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从而避免出现教与学“两张皮”的现象[12]。 
以“水循环”的大概念、大单元教学为例：在课前通过课前预习讲义的形式，组织先行组织者，帮助

学生完成预习工作，告知学生本单元教学的教学内容与目的；在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根据相应情境和

视频绘制水循环示意图并即时上传给教师进行点评、反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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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教学进度；在课后，可以结合约翰·比格斯教授提出的 SOLO (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构)分类理论设计

评价量表[13] (如表 2 所示)，通过学生对“从水循环各环节相互影响的角度，说说勉县暴雨为何会导致城

市内涝现象”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判断其思维结构处于前结构水平、单点结构水平、多点结构水平、

关联结构水平、抽象扩展结构水平中的何种水平，并依据此在后续的教学中加强对其思维结构的培养，

最终达成地理核心素养的要求。 
 
Table 1. Summary table of water cycle linkages 
表 1. 水循环关联知识点汇总表 

知识点 教材位置 教学要求 与水循环的连接锚点 

流水地貌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能够说出流水地貌的成因

及特点 水循环的意义：塑造地形 

海水的主要运动形式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能说明海水的主要运动形

式及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水的循环运动 

洪涝灾害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 说明洪涝灾害的成因及防

止措施 
从水循环具体环节水量变

化分析为何产生洪涝灾害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 能说明目前面对的环境问

题并说出如何可持续发展 人–水和谐共生 

陆地水体的主要类型及

其之间的关系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选必一 说出陆地水体的类型及其

之间的关系 
水循环过程中经历的水体

类型及其之间的联系 

洋流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选必一 举例说明洋流对地理环境

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海上内循环间的关系 

流域内部的水资源开发 新人教版高中地理选必二 说明流域内部水资源的协

作开发 水资源开发与利用 

…… …… …… …… 
 
Table 2. Teaching evaluation table based on SOLO theory for the water cycle big unit of instruction 
表 2. 基于 SOLO 理论的水循环大单元教学评价表 

思维结构水平 思维表现 学生回答 

前结构水平 学生思维处于低水平，知识量较少，不能有效对

有关问题做出反应 
学生能说出降水后雨水会汇入哪些水体，

不能结合水循环具体环节说出水流过程 

单点结构水平 学生思维处于较低水平，知识量较为浅薄，能从

单个知识点反应问题，发散思维较弱 

学生能结合水循环的环节说出降水后的水

流经历了哪些过程，但不能说出其中的联

系，不能分析暴雨后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 

多点结构水平 学生思维处于中等水平，具有了一定的知识量，

能从多个思路反应问题，但很难将其连成整体 

学生可以从水循环各个过程入手简单地分

析暴雨后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但不能良

好地将水循环的环节相互联系 

关联结构水平 学生思维处于较高水平，知识储备增多，能从整

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发散思维较强 

学生可以结合水循环的类型及各环节之间

的相互联系，从各个环节水量的变化谈谈

暴雨导致内涝的原因 

抽象扩展结构水平 
学生思维处于高水平，知识量丰富，能从整体的

角度解决实际情境中的问题，发散思维强，能全

面地看待问题，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力 

学生可以从自然环境整体性的角度上探索

水循环在水圈的意义，并依据此谈谈勉县

暴雨后城市内涝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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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基于地理学科大概念的大单元课程开发与教学的效果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学生探索

欲望更为强烈，学习到的知识对学生更具实际意义，并能够综合地使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

基于“水循环”的大概念、大单元教学为例，在本节课教学以前，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释自然界中水的

相关问题的能力较弱。在本节课教学结束后，利用约翰·比格斯教授提出的 SOLO (可观察的学习成果结

构)分类理论对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学生认知经历了从“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

抽象扩展结构”的转换，85%以上学生达到了关联结构水平，另外，有小部分学生能达到抽象扩展结构水

平，能够找到多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使问题本身的意义得到拓展，解决实际生活情境中的地理问题，

这说明学生不仅仅完成了基础知识的积累，更实现了思维能力的突破[14]。因此，虽然基于地理学科大概

念的大单元课程存在耗时长、对教师要求高等限制因素，但鉴于其在学生思维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提升

方面的显著效果，在一些关键教学内容中仍有必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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