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4), 249-254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4182   

文章引用: 那扎克提∙多力坤. 基于 UbD 理论的单元教学设计[J].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4): 249-254.  
DOI: 10.12677/ve.2025.144182 

 
 

基于UbD理论的单元教学设计 
——“有理数的加减法”为例 

那扎克提·多力坤 

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5年2月19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30日 

 
 

 
摘  要 

新课程改革要求以学生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UbD理论坚持“以终为始”的理念，首先

明确预期学习结果，然后确定合适评估依据，最后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三个阶段。以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内容“有理数的加减法”的教学为例进行具体阐述。对学生来说掌握有理数加法法则是一种挑战，没有

合适的解决方法，本文基于UbD理论提供了单元教学设计的整体过程，提供了克服有理数加法法则的教

学方法和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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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requires students to be student-oriented an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
ing students’ core quality. UbD theory adheres to the concept of “beginning with the end”, which 
first defines the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 then determines the appropriate assessment basis, and 
finally design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teaching in three stages. Take the teaching of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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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as an example. It is a challenge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law 
of addi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and there is no suitable solution. Based on UbD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whole process of unit teaching design, and provides a teaching method and a model to 
overcome the law of addi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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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表现为：以核心素养培育目标为指引，

由注重学习内容转变为关注学习方式[1]。传统课堂的教学中一般存在的问题，记忆型知识学生难以牢记，

学生对这类知识理解浮于表面，难以深入掌握。1998 年，美国课程专家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

创立了 UbD 理论，此后该理论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设计方法[2]。与传统教学设计视角不

同，UbD 理论的逆向教学设计转换思路，首先明确教学目标，然后选择合适的评估方式作为证据，最后

完成学习活动的设计。逆向设计旨在达成深度理解，采用任务驱动的思维方式。与常规教学不同，它在

开展具体教学活动之前，会先行进行评估设计，构思评估方案，将评价环节巧妙地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之中，从而为学生成长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 
UbD 理论逆向教学设计有以下优点：首先，该设计方法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所学内容，从而推动

数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其次，“目标–评估–活动”的设计框架有助于实现教学、学习和评价的有机结

合。最后，逆向教学设计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是一种落实核心素养理念的创新途径。但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分别是对教师专业能力要求较高，评估设计复杂度高，实施成本与资源

限制。所以教师需要深入理解课程标准、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生的学习特点，还需具备较强的创造力和规

划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根据课堂实际情况和学生的突发问题进行灵活调整的空间。 
有理数的加减法是初中代数知识中的起点，对有理数运算、实数运算、代数运算、解方程以及函数

研究等内容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开展后续学习必不可少的前提。理解和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对于

学生后续数学学习以及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关键意义。旧课程标准对有理数加减法的要求理解和掌握有理

数的加减法法则，并能熟练运用这些法则进行计算，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和表达能力，通过讨论、

交流等方式进行合作学习。新课程标准对有理数加减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内容结构化、核心素养导向以

及具体的知识点掌握和运算能力培养上，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包括运算能力、抽象概括能力及表达能

力等。通过有理数的加减法学习，学生能够体验转化、化归的数学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人教版注重通

过丰富的内容和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和思维，而苏教版则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学生的日常

生活体验有理数加减法的，北教版则通过教学内容的结构化和教材内容的调整来落实核心素养。利用单

元教学设计能够更好地实现教与学统一，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并且有利于教师对教学的

合理安排和学生的知识系统化。即使不在单元教学，在有理数加减法教学过程中，有理数加法法则一直

是学生的难点，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较弱。教材中使用抽象转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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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轴，把向东向西走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数轴模型进而转化为算式，再转化为文字表征。在小学阶段学

的都是正数，怎么样把正数的加减法推广到有负数之后的有理数中。在加法法则中异号两数相加时，先

看绝对值确定符号，再用绝对值大的减去绝对值小的，同号两数相加取相同符号绝对值相加，这里涉及

绝对值，绝对值对学生来说也不好理解。一个是迁移距离长，转化为文字表征，文字表征学生不好理解

又牵扯到绝对值，学生容易搞混。所以建议这里要用“抵消”模型，以篮球比赛为背景，将我方得分记为

正，对方得分记为负，通过计算双方得分的总和，来判断最终是我方赢了还是输了，分差是多少？自己

挣的钱表示为正，花掉的钱表示为负，通过将收入和支出进行运算，最后判断是挣钱还是亏本？差额是

多少？本文基于 UbD 理论，采用逆向设计教学的方式落实课堂教学，促进学生对有理数的加减法的理解

和应用。 
本文基于 UbD 理论，采用逆向设计教学的方式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在有理数加减法教学中，先清

晰规划期望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再据此设立恰当的评估指标，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有理数加减法

的理解应用，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2. 逆向教学设计操作程序 

这一部分以威金斯提出的逆向设计为基础，对逆向教学设计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详细阐释。逆向教

学设计包含明确预期学习结果、确定合适评估依据和设计学习体验与教学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层层

递进，后一个阶段基于前一个阶段而展开。第一阶段明确预期的学习结果分为四部分。1) 确定学习目标，

获得哪些知识？通过这些知识能干什么[3]？2) 学习迁移，是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理解，并将其迁移

应用于其他情境。3) 理解意义，预期理解和思考基本问题，掌握基础上更深层理解，“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理解”等。4) 掌握知识和能力，学生将知道和学生能够做的，学生学完后能够学会的，见表

1。第二阶段为选取评估证据可以分为三部分，什么样的证据能表明学生已经理解和其他证据，以什么样

的证据来检验第一阶段的预期学习结果，学生自我评估与反馈，通过哪些方式来促使学生开展自我评价，

见表 2。第三设计教学和学习体验阶段，正确选择教学方法、教学顺序和教学资源等，这一阶段可以设计

成 WHERETO (W：是学习方向和原因，H：是保持和吸引，E1：是探索与体验，R：是反思修改，E2：
是评价，T：是定制，O：是最佳组织效果)模式，以方便教师与学生自查[4]，见表 3。 

3. 案例——以有理数的加减法为例 

有理数的加减法是整个初中代数的一个基础，本阶段的学生初步理解有理数的概念，但是没有深入

了解。了解和熟练有理数加减法对后面的实数运算，解方程等内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3.1. 阶段一：明确预期的学习结果 

通过构建核心问题体系来搭建学习目标框架，即设计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引导学生持续探究，

并与他们的已有经验建立深度联系。 
 
Table 1. Specifies the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 stages for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表 1. 明确“有理数加减法”预期学习结果阶段 

阶段 1——明确预期结果 

学习目标 
确定单元目标 
① 理解有理数的意义，能用数轴上的点表示有理数，能比较有理数的大小。 
② 明白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与实际生活中数量变化模型的联系，掌握有理数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示的方法和含义

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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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③ 理解乘方的意义，掌握有理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及简单的混合运算。 
④ 理解有理数的运算律，能运用运算律简化运算。 
⑤ 能运用有理数的运算解决简单的问题。 
⑥ 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 
确定课时目标 
① 理解有理数的加法法则，会熟练进行有理数加法运算。 
② 理解有理数的加法运算律，能用运算律简化运算。 
③ 理解有理数减法法则，能熟练进行整数减法运算。 
④ 能进行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 

学习迁移 

一方面，能够迁移上一章以及小学已学的运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有理数的运算，将数的运算推广到有理数范

围内，从而初步感悟数系扩充的完整过程。 
另一方面，能将认识运算在数学中的价值及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可以将本节课涉及的思想和方法迁移到

其他数学问题。 

理解意义 

预期理解 
① 可以从“抵消模型”“法则”“练习提升运算能力”

来理解有理数的加减法。 
② 知道有理数的加减法能够将实际问题以抽象化的形

式表达的方式。 
③ 概括这节课所学的主要知识。 

思考基本问题 
① 小学阶段学的都是正数，怎么样把正数的加减法推

广到有负数之后的有理数中？ 
② 怎么理解有理数的加减法法则？③ 理解并应用运

算律。④ 处理带有括号的加减法表达式。⑤ 本节课学

习的意义是什么？⑥ 如何根据具体的问题列出表达

式并计算出来？ 

掌握知能 

学生将知道 
① 有理数加法法则和运算律 
② 有理数减法法则和运算律 
③ 在有理数加减法中括号的使用 
④ 会运用加减法运算律简化运算 

学生将能够 
① 掌握有理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并能熟练进行计

算。 
② 掌握加减法运算律，能用运算律简化运算。 
③ 会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 
④ 熟练有理数加减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思想建设。 

3.2. 阶段二：确定合适的评估依据 

阶段二，关键要思索从哪些具体表现能推断学生达到了要求，以及凭借什么依据能判定学生已经对

基本问题展开了思考[5]。 
 
Table 2. Design of evidenc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stage for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表 2. “有理数加减法”选取评估证据阶段设计 

阶段二——选取评估证据 

什么样的证据能表明学生已经理解？ 

表现型任务 
任务 1：有理数加减法要会做算式型情景型，迅速识别法则，能否同号(异号)两个数的运算，怎么做？ 
任务 2：流畅的给大家复述有理数加减法法则。 
任务 3：给大家出一个海报，必须用有理数法则来构建不同的测试题，具体情境中用到了什么法则，这个法则是

什么？ 
任务 4：每个人根据本课知识设计练习题，组内成员交换题目并纠正。 

还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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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其他证据 
① 课堂回答：通过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质量来判断学生的掌握程度[6]。 
② 小组讨论：学生讨论有理数加减法运算规则和小学学的正数加减法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并注意学生的参与度。  
③ 个别交流：在多数同学都已理解相关内容后，针对有理数加减法的基本问题和预设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跟踪

检查，并在课后对有疑问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④ 课堂测试：对有理数加减法内容设计有关的试题，不仅考虑解决问题的数量，更要注重完成的质量。 
⑤ 课后作业：布置分层作业，可以分为基础训练、能力提升以及拔高拓展部分，以便照顾到掌握程度不同的学

生，更加细致地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 
⑥ 单元测试：设置综合性较强的有理数加减问题情境，检验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自我评估与反馈 
① 在完成本节课关于有理数加减运算、运算律以及法则的探究后，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通过练习

来判断自己对这些知识的掌握程度。 
② 让学生总结本节课所学内容，鼓励他们交流个人所获得的，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效进行自我评价。 
③ 通过课后作业完成程度，检验自己是否达到了本节课的学习要求。 
④ 让学生自评。 

3.3. 阶段三：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 

为了达成预期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展现出期望的表现性行为，需要设计兼具

吸引力与实效性的学习活动和教学方式。 
 
Table 3. Design of learning experience stage for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rational numbers” 
表 3. “有理数加减法”学习体验阶段设计 

学习活动 活动编码 

预习新课，寻求有关有理数加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实列，完成简单的几道有关的习题，为学习活

动做准备。 E1, R 

教师向学生提问：小学的加法运算在有理数范围内还适用吗？让学生举例子试一试，可通过数

轴画一画。 R, E2 

情景引入：引导学生借助小学阶段学过的运算知识，独立解决路程相关问题，教师引导学生思

考，自然过渡到有理数加法。 H 

结合有负数参与的式子探讨有理数的加法，让学生独立思考，再小组讨论，师生共同得出有理

数加法法则。 O 

让学生自己举例探究加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是否适用，发展代数推理意识。 E, R 

举例本地当天温度差和电梯楼层运动，并利用“抵消模型”计算，帮助学生理解有理数的加减

法法则。 E, O 

通过有理数加减法混合运算小测试，增强“抵消模型”熟练度。 E2 

请同学们结合今天课堂上学到的内容，自己设计一道练习题，跟小组里的其他同学互相交换来

完成。 T, R, E2 

让学生试着当小老师，将本节内容经过自己的整理记录下来，交换笔记相互补充和改善，运算

有欠缺的同学试讲[7]。 R, T, O 

布置课后作业：回家计算家庭一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上一次考试自己每个科目与班级平均分之

间的差距？ T 

课后完成练习册，小组成员交换练习册进行相互评分，分析错误原因并记下评论。 R, E2, O 

总结“有理数加减法”的有关内容。 T, O 

进行有理数加减法测试，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情况及相关思想解决各类数学问题的能力。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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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UbD 理论为一线教师带来全新的教学内容设计思路，它着眼于深度理解，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教学设

计，而是以逆向思维对其有序重构。通过明确预期的学习结果，并确保与单元目标紧密对应，设计合适

的评估证据，通常以表现性任务为核心，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遵循学习理解、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的

原则，通过真实且有趣的任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这种教学设计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逆

向思维，使学生从传统的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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