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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大观念视角下单元整体教学路径研究现状，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在中国知网、万方、

维普三个教育文献数据库中选取24篇高质量的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目前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

学设计主要涉及概念界定和课程模式探索的质性研究，其次关于教学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的实证研究也

在快速发展，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测试、观察、访谈等方法。研究结果发现其研究情境主要聚焦在中

小学阶段，且将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引入课堂，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以及学习态度都有积

极正向的影响。不足的是由于实证研究的数量较少，其研究结果缺乏一定的推广性。最后，本研究揭示

了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尝试构建具体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案

例分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建议，希望对教育教学领域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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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path from the big ideas per-
spective, this study employ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 total of 24 high-quality journal 
articles 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educational literature databases—CNKI, WANFANG, and VTTM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de-
sign under the big ideas primarily involves qualitative studies focusing on conceptual definitions and 
curriculum model exploration. Additionally, empirical research on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and im-
plementation pathways is rapidly developing, wit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tests, observa-
tions, and interviews being widely adopted. The research context is predominantly concentrat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based 
on the big ideas into classrooms positively impact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cademic perfor-
mance, and attitude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findings remains constrained. Finally,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future trends of research on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based on the big ideas. It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specif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orporates case analysis, and proposes actionable teaching rec-
ommendations,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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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方案(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首次提出“大概念教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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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了教师应该以落实核心素养为目标，制定并落实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现外语教学向外语教育

的转变。《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教学应该以单元为组织，以主题为

引领，以语篇为依托，以意义探究为目的，加强单元教学的整体性[2]。可见，在大观念统领下的英语单

元整体教学正在以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得到重视。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文献探究单元整体教学在大观念

下的最新进展，具体问题包括：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是什么？能否促进学生学习？前人研究存

在哪些不足？其演进脉络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国内

外的单元整体教学在大观念下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其次基于研究发现，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并

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有价值的教学建议，为促进大观念指导下的单元整体教学落实当前英

语课堂提供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开展研究。系统性文献综述是对某一研究主题下的研究成果进行标准化

的筛选评价和系统化的分析综合，从而实现知识整合并获得更客观的结论的研究方法[3]。在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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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文献综述法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步骤：计划、检索文献、评估文献、抽取数据资料、整合数据和撰

写综述[4]。 

2.2. 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国内外的单元整体教学在大观念下的研究文献，研究问题包括：什么是大观念

和单元整体教学？能否促进学生学习？前人研究存在哪些不足？演进脉络与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2.3. 样本选取 

为了深刻了解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具体内涵，以及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进展，笔者以“大观

念”和“单元整体教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三个教育文献数据库中，检索文献类型为期

刊文章，共检索到 626 篇。 
基于研究目的，将设置以下三个筛选条件对获取的文献进行精选：① 研究学段为小学、初中、高中，

排除学院、大学、特殊教育等其他学段。② 包含理论性探讨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③ 文章为

已刊登发表的期刊论文，排除会议、报告等文章。 
根据以上筛选条件阅读文章标题、摘要、关键词等信息，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文章共 31 篇。在经过全

文的通读后，最终确定符合本研究条件的文章 24 篇。其中，中国知网 15 篇、万方 6 篇、维普 3 篇。 

3. 研究结果 

为了能更清晰直观地展示文献研究的结果，本文将从研究主题、研究情境、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四

个方面呈现结果。 

3.1. 研究主题 

 
Figure 1. Research topics 
图 1. 研究主题 

 
如图 1 所示，通过区分“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关键词，研究主题分别包括概念界定、课程

模式、教学设计路径的探索，以及概念界定、实施步骤与框架、内容设计的探究。 
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发现，关于大观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概念的界定(25%)，如布鲁纳[5]、克拉克[6]、

怀特利[7]基于学科本质的角度，威金斯和麦格泰[8]、宗德柱[9]基于课程内容的角度，王蔷[10]基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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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大观念本质、特征和意义等界定和分析。对其课程模式的探索(12.5%)，主要包括邦·大米[11]提
出的金字塔模式、克里斯提那·查莫斯[12]研究团队提出的系统网模式、辛妮·沃克[13]提出的线性链模

式，介绍了三种基于大观念的综合课程模式。对其教学设计路径(8%)，则包括邵朝友和崔允漷[14]基于“教

学方案五步骤”对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美丽的秋天》进行分析，以及李刚和吕立杰[15]
提出的教学方案七步框架，探索大观念下的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单元教学路径。 

关于单元整体教学的研究则重点关注其在真实课堂中的教学内容设计(34%)，如刘徽[16]、张丹和于

国文[17]总结单元整体设计思路；王国第[18]提出单元整体教学的目标；熊梅等人[19]总结的单元整体教

学评价；林爽[20]提出的单元整体教学作业设计。对于概念的界定(8%)，主要包括马兰[21]、李煜晖和郑

国民[22]对其概念、本质和特征的界定。对于单元整体教学实施步骤和框架(12.5%)，主要包括埃里克森

等人[23]提出的单元设计的 11 个步骤、威金斯[8]的逆向设计三步骤、查莫斯[24]的单元设计六步骤。 

3.2. 研究学段 

3.2.1. 样本类别 
在 24 篇文献中，有 8 篇文章的研究涉及不同阶段的研究，即小学、初中和高中。可知，中学阶段是基

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研究最多的阶段(共 6 篇)，在小学进行的研究较少(2 篇)。各阶段样本分布见图 2。 
 

 
Figure 2. Sample categories 
图 2. 样本类别 

 

 
Figure 3. Sample quantity 
图 3. 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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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样本数量 
涉及不同学段的文献均有样本数量，其分布见图 3。可知，50 人以下的研究有 2 篇，占总比的

25%；样本人数 100 人以下的研究占多数，共 5 篇，占总比的 62.5%；100 人以上的研究只有 1 篇，占

总数的 12.5%，反映出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主要落实在中学的课堂的两个班级中，研究样本数量

不够多。 

3.2.3. 研究持续时间 
8 篇文章报告了具体研究持续时间，对其进行归类统计的结果如图 4 所示。可知 2 篇研究的研究时

间为一周左右(25%)，5 篇研究持续时间在 8 至 12 周(62.5%)，1 篇研究时间大于 12 周(12.5%)，反映出大

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实证周期较长，研究时间比较充足。 
 

 
Figure 4. Duration of research 
图 4. 研究持续时间 

 

 
Figure 5. Research methods 
图 5. 研究方法 

3.3.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研究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的具体情况，下面将对其进行研究类型、数据收集方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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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见图 5)。在 24 篇文献中，有 8 篇为实证研究(33%)，14 篇为质性研究(67%)。 
针对这 8 篇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统计，发现问卷调查法在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研究中应用

最为广泛(75%)，该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收集较大数量和范围的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了教师对于大观念和

单元整体教学的概念理解，教师教法、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学习态度的影响。其次是测试(62.5%)，
该方法主要用于考察调查对象，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影响下的成绩以及知识

掌握情况。再次是观察法(37.5%)，该方法主要用于观察和记录教师和学生在使用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

学法时的具体情况，考察学生对单元整体教学法的适应情况和学习积极性和态度的情况。最后是访谈法

(25%)，主要用于小范围的质性研究，以随机或具体考察特定调查对象的态度和学习情况。 

3.4. 研究小结 

从研究结果中可知，尽管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的实证研究较少，但其研究情境主要聚焦在中

小学学段，同时研究样本数量相对较多，设置有实验样本和对照样本，意味着能更直观地展现大观念下

的单元整体的教学效果；研究持续时间较长，意味着研究的成果更加全面和丰富；研究方法类型多样，

意味着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较强，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但由于其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部分

中小学，且研究数量较少，其实验结果的推广性可能不高。下面将根据文献的研究内容回答四个具体研

究问题： 

3.4 1. 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 
大观念(Big Ideas 或 Big Concepts)，多被译为大观念、大概念等。 
从学科本质的角度来看，大观念处于学科学习的核心位置，以统整学科课程内容或学科教学。布鲁

纳[5]指出，每个学科的教师必须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机构，学生才会解决课堂内外遇到的各种问题。

而学习事物基本结构的方法就是学习如何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起来。克拉克[6]借鉴布鲁纳对于学科结构

的阐释，认为大观念是众多小概念的联结，是帮助学生构建理解的认知框架。怀特利[7]主张大观念是理

解的基础，是可以用来联结零散化的知识点的有意义的模式。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出发，大概念位于课程体系的中心地位，以构建知识体系、推动知识迁移。威金

斯和麦格泰[8]强调大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具体的知识点在经过大概念的组织后更加结构化和体系化，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输入学习内容，进而推动大概念的学习迁移，最后将课程内容和方法联结应用

到学科间其他情境中。宗德柱[9]认为大观念是对课程内容具有更强包容性、概括性与解释力的统一概念

或命题，以此促进知识的高效迁移和应用，最终使知识内容更具有相关性。 
从教学的角度理解，大观念是统摄教与学过程的原则和方法[10]。实现基于大观念视角下的教学实践，

使得新教材容量和难度加大，教师在课时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实现教学设计重点突出、逻辑严谨，实现

教学效果最优化；于学生而言，可以帮助他们关联零散的知识，深入分析主题意义，探究单元逻辑，实

现知识整合和深度学习[25]。 
从以上三个角度可知，大概念处于学科的核心地位，能够统摄和整合较为零散的学科知识，指向教

学的核心任务和学科的核心内容；能揭示学科的核心本质，反映学科的核心观点；并能够将学科的关键

内容及关键思想进行有机融合，建构成具有较强系统性学科框架的重要概念。大概念是基于学科的基本

结构和方法，它们不是具有简单的具体答案的事实问题，大概念指向的是具体知识背后的核心内容。 
单元整体教学则强调对教学单元内容从整体视角出发进行教学设计，这意味着教师需要注重教学思

维和呈现形式的整体性[21]。因此教师需要确定教学目标，从课堂问题到教学活动，做到以教学单元为载

体，规范组织素养目标、知识点、任务与活动。李煜晖和郑国民[22]提出，“把孤立零散的课时碎片联结

成系统组织的课程单元，作为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基本单位，为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时间上的保障，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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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书育人上做出‘战略安排’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发展核心素养，就要整体把握学科课程、开展

单元教学。 

3.4.2. 对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 
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已经在国内外都有不少的落地成果，验证了该方法对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成绩，以及学习态度都有积极正向的影响。 
在国外研究中，一些学者们基于大概念提出了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框架和步骤，埃里克森等人[23]提

出了单元设计的 11 个步骤，即创建单元主题、确定概念、确定单元链、编织单元网络、归纳概括、开发

引导问题、确认关键内容、确认关键技能、编写最终的评估方式和相应的评估标准，设计学习经验、撰

写单元概述。威金斯[8]的逆向设计三步骤包括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设计学习体验和教

学者相互呼应的三个阶段。以及查莫斯[24]提出的单元设计六步骤：确定学习单元的教育目标、评估诊断

学生起点水平、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策略、根据教学计划进行教学实施、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

反思总结单元的教学过程。尽管学者们具体提出了单元设计步骤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都从目标设计，

评价设计、过程设计这三个方面，强调了目标的重要性，以素养为导向，以大概念为抓手，重视充分理

解后的迁移应用。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能把握教材的大观念，又能理解各单元的小观念，最后通过严

谨的单元教学步骤，实现感悟与理解、内化与运用、迁移与创新的全面锻炼，最终实现核心素养的提高。 
在国内研究中，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主要围绕着两种思路，即逆向教学设计与科学与写

作启发式教学设计，前者思路为“确定学习目标-设计评价活动一制定学习活动”，后者思路为“准备单

元的概念图-借助概念图确定大观念及其子观念一规划与大观念及其子观念相一致的活动”[14]。刘徽[16]
提出的课堂变革便是逆向教学设计思路的体现，即围绕大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由目标设计、评价设计和

过程设计三个关键步骤，以基本问题为主线贯穿“准备→建构→应用”的学习过程。张丹和于国文[17]提
出了“观念统领”的单元教学五步框架，即提炼单元学习主题及具体观念、制定学习目标、表征并分析

学生思考的关键问题及子问题、设计符合大观念的单元学习活动、开展持续性评估，这则体现了科学与

写作启发式教学设计思路。 
除了对单元整体教学过程提供具体思路，国内相关文献还聚焦于单元目标、评价、作业等方面的研

究。单元整体的目标教学中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展示教学目标、达到教学目标、测试教学目标、循环矫正

补习目标。以教学单元为整体，对教学目标的严格制定，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和研究[18]。熊梅[19]
等人主张以大概念、大观念为中心的单元学习评价是评价学生素养发展的理想方式，也是联结课堂评价

与学期、学年评价的纽带，促进评价的系统性变革。林爽[20]认为单元整体作业设计应更具有整体性、情

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并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选择或调整适合自己的作业

内容和形式，进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国内的研究主要落实在中小学的真实课堂之中，教师通过改变传统教法为采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思

路，设计出了更合理、更科学、更符合学生接受能力以及课程标准要求的教学内容，基于大观念梳理和

重组单元小观念的方式能够大大提高教材的内容关联度和逻辑结构，帮助学生整体理解和把握学习内容，

提高对话题的敏感度和兴趣，提高学习成绩，最终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从认知、态度和行为层面朝着

核心素养的目标发展。 

3.4.3. 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① 实证研究不足。以上文献对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概念界定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大观念和单

元整体教学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缺乏且不够深刻。大观念教学涉及的知识点

复杂，对教师和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但相应的框架和步骤指导性研究不足，并且缺乏实践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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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不高。 
② 长期效果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短期效果，缺乏对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长期效果的跟踪

研究，无法全面评估其对学生核心素养的长期影响。 
③ 学生学习成果难以量化评估。大观念指导下的单元教学，教师难以准确评估学生在大观念下的学

习成果，因为大观念强调整体理解和综合运用，而传统的量化评估方式可能显得困难。因而如何使得大

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实现教学评一体化，需要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探索。 

3.4.4. 演进脉络与未来发展趋势 
① 演进脉络： 
初期阶段：大观念的概念最早由布鲁纳提出，强调学科基本结构的重要性。随后，克拉克、怀特利

等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强调大观念在知识整合和迁移中的作用。发展阶段：威金斯和麦格泰等人

从课程内容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大观念的内涵，提出了大观念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国内学者如王蔷、

邵朝友等人则从教学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路径。当前阶段：大观念和单

元整体教学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应用，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教学设计框架和步骤，强调目

标设计、评价设计和过程设计的重要性。 
② 未来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发现和研究不足，本研究提出了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第

一，丰富各方面实证研究。当前研究基本都从目标设计，评价设计、过程设计这三个方面入手。随着大观

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探讨转向实践应用，未来应该需要探索出与之相关的教学策略、教学

设计研究、教学评价等研究，以构建完整的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结构，进一步指导实际英语教学。第

二，增加长期效果研究。未来研究将更加注重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长期效果，通过长期跟踪研究，全

面评估其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影响。第三，建立完整的教学评价体系。由于大观念教学涉及的知识点复杂，

学生学习成果难以量化评估。因此，建立与之对应的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进而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4. 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路径 

 
Figure 6.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under the big ideas 
图 6. 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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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人研究的结果与不足，本研究尝试围绕大观念、单元整体教学与核心素养构建理论框架，并

结合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进行案例分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建议，为未来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

参考借鉴。为直观展示大观念、单元整体教学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王蔷[26]的教学

设计途径，试图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见图 6。 
下面将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以译林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一第三单元“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为例，

阐述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路径，为教师更好地实施大观念整体教学提供可参考的框架和教学步骤。 
(1) 明确单元主题范畴与核心理念：本单元话题是“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单元围绕着“人与自

我”的主题语境，主要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和自我认知。在这个主题语境下，学生将学习如何处理自己

与他人的关系，培养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情绪调节能力。该单元基于“人与自我”的大主题，聚

焦于“人际交往”中学生友谊的话题。 
(2) 研读单元全部内容，提炼单元大观念：本单元以“人际交往——友谊”为主题，包括会话、语法、

听力、阅读和写作。根据本单元的任务，学生需要大致完成在论坛上看一场关于患难友谊的交流、写一

篇关于好朋友的品质的日记、读一篇关于友谊的文章、制作一个关于友谊的剪贴簿的任务。因此，可归

纳出本单元的大观念是正确理解友谊内涵和面临的挑战，学习维持友谊的技巧，学会审视自己并形成正

确的友谊观念，构建健康和谐的友谊关系。 
(3) 提炼单元小观念，确定单元教学目标：在阅读本单元所有板块后，可以归纳出本单元的四个小观

念。小观念 1：友谊危机——友谊遇到困难，经受考验是正常的(“Welcome to the unit”和“Reading”板

块)；小观念 2：朋友的品质与作用——美好的友谊需要了解彼此的闪光点(“Grammar and usage”、“In-
tegrated skills”和“Extended reading”板块)；小观念 3：友谊的自我理解与审视——学会建立健康的友谊

(“Project”板块)；小观念 4：友谊形式的多样性(“Further study”板块)。 
(4) 基于语篇知识与小观念，确定课时教学目标：经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能够对友谊有正确的认知、

态度，在人际交往方面能够努力构建健康和谐的友谊关系。下面将对单元的语篇进行梳理，从认知、态

度、行为选择三个层面和单元板块顺序确定各个课时目标：目标一：感知和理解友谊关系。感受视频中

人物的友谊及其遇到的困难(一个课时)、感知和理解友谊危机与考验(两个课时)。目标二：推断并分析友

谊关系。分析真正的好朋友是怎么样的(两个课时)、探求健康的友谊需要具备的美好品质(一个课时)、探

讨友谊的作用与功能(一个课时)。目标三：学会建立健康的友谊关系。学习维持友谊的技巧，建立正确的

友谊(两个课时)、拓展友谊故事的学习，认识友谊形式的多样性(一个课时)。 
(5) 基于课时教学目标，设计各语篇教学活动。根据课时教学目标，学生需要大致完成在论坛上看一

场关于患难友谊的交流、写一篇关于好朋友的品质的日记、读一篇关于友谊的文章、制作一个关于友谊

的剪贴簿的任务。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增加或减少学习活动，如在友谊剪贴簿的制作课时中，教师可

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系列任务：收集关于友谊的名言警句、绘制或粘贴相关图片、设计创意版

面、撰写小组对友谊的感悟等，在团队合作中深入感受友谊，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造力。 

5. 结语 

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对大观念视角下单元整体教学路径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

研究聚焦于大观念与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及促学作用，同时揭示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表明，大观念教学以学科核心内容和关键思想为统领，能够有效整合零散知识，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与

迁移应用；而单元整体教学则从整体视角出发，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为学生提供了结构化、情境化

的学习体验。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知识的整合能力，还能推动其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一个将大观念、单元整体教学与核心素养相结合的理论框架，并结合译林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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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材的案例分析，验证了该框架在教学实践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最后，本文提出了若干具有可操

作性的教学改进建议，旨在推动大观念视角下单元整体教学的深化与发展，为未来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

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 

[3] 胡晓玲, 韦慕春, 袁民, 等. 教育领域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本质、价值与实现[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1): 43-51. 

[4] 黄甫全, 游景如, 涂丽娜, 曾文婕. 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案例、步骤与价值[J]. 电化教育研究, 2017(11): 11-25. 
[5] Brunner, J.S. (1960)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21. 
[6] Clark, E.T. (1997)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A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Holistic Ed-

ucation Press, 94. 
[7] Whiteley, M. (2012) Big Ideas: A Close Look at the Australia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a Primary Teacher’s Perspective. 

Agora, 47, 41-45. 
[8] Wiggins, G. and Metighe, J. (2005)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9] 宗德柱. 大观念教学的意义、困境与实现路径[J]. 当代教育科学, 2019(5): 25-28. 

[10] 王蔷, 周密, 蒋京丽, 等. 基于大观念的英语学科教学设计探析[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11): 99-108. 
[11] Bang, D., Park, E., Yoon, H., Kim, J., Lee, Y., Park, J., et al. (2013) The Design of Integrated Science Curriculum 

Framework Based on Big Ideas. Journal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33, 1041-1054.  
https://doi.org/10.14697/jkase.2013.33.5.1041  

[12] Chalmers, C. and Nason, R. (2017) Systems Thinking Approach to Robotics Curriculum in Schools. In: Robotics in 
STEM Education, Springer, 33-57.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7786-9_2  

[13] Walker, R.S. (2004) Designing Art Curriculum with Big Ideas. Journal of Arts Education, 11, 52-55. 
[14] 邵朝友, 崔允漷. 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案设计: 大观念的视角[J]. 全球教育展望, 2017, 46(6): 11-19. 

[15] 李刚, 吕立杰. 大概念课程设计: 指向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的课程架构[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15): 35-42. 

[16] 刘徽. 大概念视角下的单元整体教学构型——兼论素养导向的课堂变革[J]. 教育研究, 2020, 41(6): 64-77. 

[17] 张丹, 于国文. 观念统领的单元教学: 促进学生的理解与迁移[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5): 112-118. 

[18] 王国第. 以教学单元为整体的目标教学模式初探[J]. 中国教育学刊, 1995(3): 32-24. 

[19] 熊梅, 王艳玲, 邓勇, 等. 素养导向单元学习评价的意义, 特征和策略[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12): 81-87. 

[20] 林爽. 基于大观念的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与实施[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S2): 95-96. 

[21] 马兰. 整体化有序设计单元教学探讨[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32(2): 23-31. 

[22] 李煜晖, 郑国民. 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J]. 教育研究, 2018(2): 80-87. 
[23] Erickson, H.L. and Lanning, L.A. (2019) Designing Learning to Ignit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er, Grades 4-10. Corwin. 
[24] Chalmers, C., Carter, M., Cooper, T. and Nason, R. (2017) Implementing “Big Ideas” to Adv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
matics Education, 15, 25-43. https://doi.org/10.1007/s10763-017-9799-1  

[25] 许莎莎. 大观念视角下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实践[J]. 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2021(8): 56-60. 

[26] 王蔷, 周密, 蔡铭珂. 基于大观念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J]. 中小学外语教学, 2021, 44(1): 7.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2104
https://doi.org/10.14697/jkase.2013.33.5.1041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7786-9_2
https://doi.org/10.1007/s10763-017-9799-1

	大观念视角下单元整体教学路径研究现状与启示
	——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法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grated Unit Teaching Path from Big Ideas Perspective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bstract
	Keywords
	1. 研究背景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2.2. 研究问题
	2.3. 样本选取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主题
	3.2. 研究学段
	3.2.1. 样本类别
	3.2.2. 样本数量
	3.2.3. 研究持续时间

	3.3. 研究方法
	3.4. 研究小结
	3.4 1. 大观念和单元整体教学的内涵
	3.4.2. 对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
	3.4.3. 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3.4.4. 演进脉络与未来发展趋势


	4. 大观念下的单元整体教学路径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