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指以大主题或大任务为中心，对学

习内容进行分析、整合、重组和开发，形成具有明确的主题

（或专题、话题、大问题）、目标、任务、情境、活动、评价等要

素的一个结构化的具有多种课型的统筹规划和科学设计。

实践研究则是教师将大单元教学设计在课堂上落地实施与

呈现的过程。通过大单元教学法，可以保证教材内容与教

学方法的协调性，有利于学生整合、分析零碎的数学知识，

可以帮助学生对数学知识形成更清晰的认知。

一、大单元教学策略分析

在当今更加重视核心素养培养的教育大环境下，大单

元教学要求教师建立好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内容之间

的关系，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选择有利于培养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的教学内容和情境素材，明确学习目标、选择学科内

容、设计学习活动、开展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评价，环环紧

扣，使学科核心素养具体化、可培养、可评价。数学大单元

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学生认知规律和学科知识逻辑体系

建构的最小的学科教学单位，大单元教学体现在对学科教

学单元内容进行知识整合和整体设计。

大单元教学以数学教材中的整体单元为切入点，明确

以周为单位的教学时间。开展单元内容的综合学习，旨在

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系统性、组织性、科学性。大单元教学

以教师的指导为主要动力，避免学生数学逻辑的模式化发

展，有利于学生提升自身的学习创造力。大单元教学的主

要流程可以概括为：一是预备阶段。教师依据高中生数学

学习水平，规范地选择学习单元并明确教学目标。二是开

始阶段。教师引导学生了解本单元学习的意义、内容，保证

学生明确自身的学习目的与预期效果，避免高中生产生迷

茫的心理。三是实行阶段。针对单元学习内容开展系列教

学活动。四是总结阶段。学生主动汇总学习成果，通过书

面总结、小组讨论、作品汇展等形式，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

能力。

二、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策略

（一）优化教学设计

在应用大单元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

则。一是完整性。保证教学设计符合新课程背景下数学教

材的总体思路；保证课型与教学内容、目标的一致性。二是

阶梯性。教学活动的设计必须与教材内容相协调，由表及

里、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教学内容由

易到难，兼顾全体学生。三是综合性。高中数学知识具有

杂糅的特点，在大单元教学中针对学生学习过的知识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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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系统的回忆与复习，使学生对数学知识形成整体记忆。

与此同时，通过合作学习、导学式学习等理念的运用，提高

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避免学生处于封闭的数学学习

状态。

（二）完善课前系统

首先，教师需要做好教材的分析工作，针对单元学习内

容、学习体系进行研究，明确单元学习的疑点、难点、重点，

详细梳理单元中各知识的概念，找出知识点之间的关系，使

学生在头脑中形成知识块，便于学生更好更快地解决问

题。其次，根据单元教学的内容、课程标准科学选择教学方

式。依据高中数学课程整体进度安排与效率要求，分配整

体单元教学时间。最后，合理运用教学配套设施与教学方

法。在大单元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是教

学效果的重要保证。实施大单元教学时，教师应根据不同

学生的情况合理选择教学方法。大单元教学更加注重数学

知识的逻辑关系，多媒体设备为大单元教学提供了方便。

例如，在“三角恒等变换”的单元学习中，主要以两角和与差

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以及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

等为教学重点。通过制作教学PPT，教师课前列好单元知识
清单，帮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

切公式与二倍角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完善课堂系统

大单元教学中的课堂系统，主要涵盖四方面的内容：课

前探究设计、新课导入设计、教学结构设计、课程总结设

计。不同的模块，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在教学结构设计

中，必须注重凝神、起兴、点题的教学方式。教师以此作为

数学单元教学工作的切入点，进行板书设计。同时，必须突

出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生自我完善单元知识的核心地位。

增设师生互动环节，并营造探索性的教学环境，使学生主动

参与解决数学问题。在知识梳理过程中采取以学生为主的

单元教学方法，如通过小组对抗的形式，让学生自己整理单

元知识。并且，遵循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教学核心理念。

根据不同学生的思维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保证学生

与单元教学思路相协调。例如，在“基本初等函数”这一单

元的教学中，可以将初中学习过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作为

切入点，让学生梳理函数的概念与性质，从而引导学生思考

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概念及函数之间的关系。针

对指数与指数幂的运算、对数与对数运算、换底公式等模

块，建立由浅入深的知识体系。最后引导学生独立完成本

单元知识清单，帮助学生形成系统认知。

（四）完善课后系统

由于高中单元教学工作的集约化，在应用的过程中必

须增加课后系统设计。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消化

整体单元学习的疑难知识点，降低数学基础知识的遗忘速

度。一方面，教师针对学生的单元学习情况进行学习效果

的评价；另一方面，学生针对教师的单元讲解，进行教学设

计的评价。这种师生之间的双向评价机制，可以提高教师、

学生课后的沟通频率，为数学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开展高中数学大单元教学，符合新时代教育教学工作

的发展目标。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利用大单元教学，把

各小节知识的教学转向单元整体教学，把单个知识点或单

课时的教学设计转变成整体单元的设计，帮助学生加深对

高中数学知识的系统性认知，使学生掌握更多的数学学习

方法。文章从教学设计、课前系统、课堂系统、课后系统这

四个方面，对数学大单元教学提出综合建议，旨在发挥大单

元教学效果，为高中数学教学工作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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