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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贴标签、喊口号，让学生感觉空洞、难懂，而是

要与具体的教学相结合，融合现有的学情，将概念、学

生、教师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教与学”的和谐氛围

中探索概念。

　　例如，在“金属和金属材料”的学习中，教师
要从学生的认知出发，结合生活设计适当的问题，将

学生置于最近发展区，以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促进

学生的深层分析。

课堂问题：（１）说说你们都见过哪些金属？（２）
这些金属具有什么共性？（３）金属具有一定的物理
通性，那么它们是否具有一定的化学通性呢？（４）金
属为什么具有共性，它是由什么决定的？（５）众多金
属是否存在差异呢？（６）为什么人类是从青铜器时
代到铁器时代？

层层递进的问题为学生的思考建立了台阶，学生

主动联系生活中的金属，积极设计实验对金属的性质

进行验证，顺利得出金属的活动性顺序表以及金属的

共性。在问题的转化下，学生从宏观的性质研究进入

到微观的结构研究，根据金属的最外层电子数，学生

明白了性质是由结构决定的，对概念有了深刻的理

解。这样的课堂学习，有效促进了学生观察、实验、对

比和分析能力的发展，学生在探索中进行求证和解

释，不仅收获了体验和结论，更收获了研究问题的方

法和技巧，领悟到其中的化学思想，实现了核心概念

的高层次学习。

四、结语

初中化学的课本设计中，核心概念具有一定的递

进性、逻辑性等，只要带领学生对其中的相互关系进行

深层探索，就能找出其中的延伸与发散，在掌握相关问

题的解题方法、技巧的同时，实现其持久价值和迁移价

值的转化提升。在教学中，教师要能够关注概念，带领

学生从理解的角度进行问题探索，而不是机械的、外在

的模仿。唯有这样，才能将初中化学知识转化为学生

内在的成长力量，使其在今后的学习中茁壮成长。

柴圣元

（桐乡市高级中学　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５００）

　　摘要：单元教学是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重要途径，学科大概念统领化学单元教学，能有效实现知识由散到整，能力

由浅到深，素养由点到面。制定大概念统领下的化学单元教学设计思路，包括单元内容的重构、单元起点的分析、单元

目标的制定、单元过程的设计和单元评价的设计。

　　关键词：学科大概念；单元教学；课堂教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２０１（２０２３）０９-０００９-０５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２．４ 文献标识码：Ｂ

　　一、单元教学的背景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

订）》明确指出“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是一

个持续进步的过程”，教师应依据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内涵及其发展水平、高中化学课程标准、高中化

学课程内容及学业质量要求，结合学生的已有经验，

对学段、模块或主题、单元和课时教学目标进行整体

规划和设计［１］６９。传统教学因忽视课时之间的内在

关联，缺乏从整体视角对课程内容的结构化设计，导

致学生获得的知识与能力孤立化、碎片化，常常“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利于学科体系和学科观念的

整体构建。

单元教学相对于课时有更高的站位，从单元整体

视角出发，统筹并协调内部课时之间的层次关系，突

出教学设计的整体性、联系性和进阶性。因此，在素

养为本、深化课改的背景下，开展单元教学是学科核

心素养落地的重要途径。如何避免单元教学沦为课

时的单一叠加，出现形“强”神“弱”的情形，“大概念”

的提出为其指明了方向。

二、学科大概念统领单元教学的必要性

１．由散到整，凸显结构设计
知识的孤立与碎片化，其根源在于单元整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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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上位概念的指导，缺少内容的结构化设计。

教师应充分认识知识结构化对于学生化学学科核

心素养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

行“认识思路”和“核心观念”的结构化设计［１］７１。

从数学“集合”的角度来看，“大概念”包括但不限

于概念，还涵盖了学科的观念、方法、原理、规律、

认知策略等，是对学科性质、特征以及事物间内在

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如，“组成与结构决定性

质”是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之间关系的大

概念，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普遍性和适用范围大

等特点。选取“学科大概念”作为模块整合的上位

概念，对其进行提炼，其本质就是对本单元“认识

思路”与“核心观念”的结构化设计过程，“学科大

概念”能将松散的课时紧密联系起来，构建出清晰

的知识和素养脉络，更好地突出教学的方向性和

结构性，实现知识由散到整。

２．由浅到深，发挥“集群效应”
单元教学不是课时的单一叠加，课时之间应体现

“集群效应”。“集群效应”原本是指：在一个主导产

业为核心的领域中，由关联度较高的众多企业及其相

关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产业价值链上集聚的

现象［２］。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企业间专业化

分工和协作并存的特点，将单元比作产业链，课时就

是单元内部的各级产业，产业关联性越强，链条越紧

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优势越明显，越能体现“１＋
１……＋１＞Ｎ”效应。“集群效应”的关键在于充分挖
掘知识的内在联系，知识有显性和隐性的内在联系，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寻找显性联系，更要寻找

知识间的隐性联系［３］。毋庸置疑，“学科大概念”就

是学科知识最本质的隐形联系，大概念的“大”不是

指宏大、广大，而是指“核心”，说明其位于学科的中

心位置，能体现学科思想的本质。以“大概念”为内

核串联、重组本单元、跨单元文本资源，将课时紧密关

联，并在此基础上按螺旋上升的进阶设计进行编排，

能充分发挥“集群效应”，使单元教学脱离浅层化，实

现能力由浅到深的提升。

３．由点到面，实现高迁移性
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打通与真实世界的界

限，让知识、能力具备生活价值，实现目的的关键是

让学生学会“迁移与创造”。 →——具体事实 具体事

实的方式只是单纯的类比， →——
→——

具体事实 抽象思维

具体事实的方式才能称之为迁移，如汽车安全

气囊中的 Ｆｅ２Ｏ３主要用于吸收 ＮａＮ３撞击分解产生
的钠单质，哪些物质可以替代 Ｆｅ２Ｏ３？若仅从金属
氧化物的角度类比，可替代品有 ＣｕＯ、Ａｇ２Ｏ等；若上
升到物质氧化性的层面，替代品范围便扩大到

ＫＮＯ３、ＫＣｌＯ３等常见氧化剂，显然后者抓住了迁移
的内核。“思维创造迁移”，思维的抽象化程度越

高，其迁移的价值也就越大，关系如图１所示。学科
大概念的高迁移性来源于“大”，大概念的“大”具有

相对性，可理解为相对于“次级概念”“小概念”，其

涵盖性和抽象性程度更高，因而需向下延伸和分解

出抽象程度更低、适用范围更广的次级概念和小概

念。同时，很多学者将“大概念”比作“锚点”“文件

夹”或“收纳盒”，意味其具有更大的解释效应，提供

了整合、迁移同类知识与能力的基本框架或体系，因

而将学科大概念引入单元教学，对落实核心具有重

要意义。

图１　思维抽象化程度与迁移价值关系

三、学科大概念统领下单元教学的框架

不同的教学理论对应的教学设计模型不尽相

同。但无论何种层次的教学设计，都必须围绕学生

回答四个问题：学生从哪里出发？到达哪里？如何

到达那里？以及如何知道学生是否到达了那里？对

应上述问题，单元教学框架至少包含：单元起点分

析、单元目标制定、单元过程设计、单元评价设计。

若教学单元为重构单元，还需先解决内容重构的

问题。

１．单元内容重构
以《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所规定的选修课程有机化学基础“主题

１：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内容为例，三版教材
的编排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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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版教材中“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内容编排

人教版［４］ 鲁科版［５］ 苏教版［６］

第一章 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特

点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有机化

合 物 的 结 构

特点

一、有机化合物

的分类方法

第１章 有机化合物

的结构与性质　烃

第２节 有机化合物

的结构与性质

一、碳原子的成键

方式

三、有机物结构与性

质的关系

专题１有机化学

的发展及研究

思路

第二单元 科学

家怎样研究有

机物

二、有机化合物

中的共价键

第二节 研究有

机 物 的 一 般

方法

二、确定实验式

三、确定分子式

四、确 定 分 子

结构

第３章 有机合成及

其应用 合成高分子

化合物

第２节 有机化合物

结构的测定

一、有机化合物分子

式的确定

二、有机化合物结构

式的确定

专题２有机物的

结构与分类

第一单元 有机

化合物的结构

一、有机物中碳

原子的成键特点

二、有机物结构

的表示方法

　　 综合分析三版教材的编排，内容需重构的原因

如下：一是人教版和鲁科版的内容编排顺序与学生

的心理认知顺序不符。两版教材均将“有机物的组

成与结构的测定”置于“分析有机物的结构”章节之

后，而在学生的心理认知过程中，一定是先经历“确

定陌生有机物的组成和结构”的过程，再去思考“如

何分析有机物的结构”。二是苏教版未单独呈现单

元的核心章节———“结构与性质的关系”，这样便失

去了“结构决定性质”大概念对后续内容的指导作

用。综上所述，整合三版教材内容，经调序、筛选后

确定单元内容框架为“有机物组成与结构的确定”

“认识有机物结构的视角”和“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

关系”。

２．单元起点分析

教学起点分析对应厘清“学生从哪里出发”，对

于教学目标的制定具有“定位”价值。起点分析一般

包括：已有的知识、兴趣、经验、能力作为设计的立足

点，相关前概念、错误认知作为设计的转折点，预设的

学习困难作为设计的着力点。“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

结构”单元教学起点分析及教学策略详见表２。

表２　“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教学起点及教学策略

教学起点 相应的利用策略

已有相关知识经验：必修 ２

已学简单有机物（甲烷、乙

烯、乙醇、乙酸等）的结构、

性质；有机物存在同分异构

现象

单元教学起始阶段创设相

应的教学情境，如疫情下免

洗洗手液消毒成分的探究，

激活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相

关知识

错误认知：最简式、分子式、

结构式无区别

相关前概念：电负性、共价键

的类型和极性

利用错误认知激发认知冲

突，进行概念转化教学；教

师通过提示、类比等教学手

段引导学生利用相关的前

概念解决学习难点

预设的学习困难：认识基团

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化学

键的极性发生改变，并从化

学键的角度认识有机化合物

的性质

采用类比演绎的方法，引导

学生回忆乙酸中羧基的性

质，认识羰基与羟基的相互

影响，完善预测陌生有机物

性质的认知模型

　　３．单元目标制定

教学目标制定旨在预设“学生到达哪里”。单元

目标由统摄性的整体目标和具体的课时目标组成。

大概念统领下单元教学的特征是整体目标必定是促

进学生形成对大概念的理解，形成大概念视角下结构

化的知识和观念，并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这也是单元目标的核心。关键是如何制定整体目

标？需先厘清学生目前所处大概念发展历程的阶段

层级，再设置更高层级的进阶目标，进阶目标既可以

是对大概念认识深度的深化，也可以是对大概念认识

广度的拓展，如从单一维度到多重维度等。以“有机

物的组成与结构”单元为例，现阶段学生学习有机物，

主要是基于已学有机物的类比，根据生活现象对用途

的推测以及联系无机化学的案例，处于认识有机物性

质的“物质层级”，需依次完成“官能团层级”“化学键

层级”的进阶目标，实现由宏观到微观、由表象到本质

的认识过渡。课时目标则在把握整体目标的基础上，

进行梳理和具体细化。基于此确定本单元目标和课

时目标，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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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单元和课时目标

单元目标 　　　　　　　课时目标

围绕“结构决

定性质”大概

念，通过免洗洗

手液有效成分

的确定、性质的

解释及预测等

驱动性任务，将

认识有机物性

质 的 视 角 从

“物 质 层 级

→——

”

“官能团

层级 →——” “化

学键层级”依

次进阶，促成对

大概念的深度

理解

课时 １：确定

有机物组成

与结构

１．１通过观察免洗洗手液

标签和实物，推测其可能

成分并分析其合理性，具

有一定的证据意识

１．２通过确定洗手液中有

机物的组成与结构，知道

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现

代仪器分析方法在结构

测定中的应用

课时 ２：构建

解释、预测有

机 物 性 质

模型

２．１通过类比同类物质，

能解释过氧乙酸强氧化

性和易分解的特性

２．２通过预测过氧乙酸性

质，构建基于官能团和化

学键对有机物性质进行

解释和预测的认知模型

课时 ３：应用

解释、预测有

机物性质模

型解决复杂

情境中的真

实问题

３．１通过分析过氧乙酸的

保存注意事项，巩固应用

基于官能团和化学键对

有机物性质进行解释和

预测的认知模型

３．２通过讨论过氧乙酸的

应用范围，建立化学知识

与生活、生产等实际问题

的关联，感受化学学科的

社会价值

　　４．单元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设计重在搭建“学生如何到达那里”。

与以往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大概念统领下的单元教

学是按大概念的逻辑发展顺序，而非知识的逻辑顺序

编排内容。大概念往往涵盖性强，含义抽象且缺乏教

学实用性，因此要将大概念向下延伸和分解出抽象程

度较低、适用范围更广的次级概念，甚至小概念。教

师需充分考虑大概念与次级概念、小概念之间的关

联，再划分单元组块，选取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资源进

行重组和排序。“有机物结构决定性质”学科大概念

层级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有机物结构决定性质”学科大概念层级结构

学科大概念统领下的教学要求体现其“高通路迁

移性”，即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引入

真实性任务。结合学习过程三要素“情境”“任务”

“活动”，以及疫情局势，围绕解密免洗洗手液有效成

分这一情境，“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单元整体

教学设计如图３所示。

图３　“有机化合物的组成与结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５．单元评价设计
教学评价设计最终把握“学生是否到达了那

里”。从评价方式看，为了持续、全面、客观地关注整

个教学单元，要采取阶段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传统评价与创新评价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

的多元化评价方式。从评价对象看，需重点关注核心

活动（小组讨论、设计方案、绘图等）的评价和阶段性

或总结性成果（如研究论文、报告、多媒体演示、演讲

与陈述、作品评论、实地调查、项目进展小结、日志、笔

记等）的评价，评价目标需与教学目标保持一致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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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指向学科大概念的掌握情况。从评价效果看，最

具针对性的评价方式就是设计相应的等级评价量化

表（见图４）、自我反思记录表或活动记录观察表，及

时调整，以评促学。

　　被评价个人／小组：　　　　填表人：　　　　　点评人：

评价目标
评价标准

水平１（０－１０分） 水平２（１１－１５分） 水平３（１６－２０分）

评价等级

得分

推测免洗洗手

液可能的有效

成分（２０分）

能列举出１～２种可能成分，

无法判断其合理性

能列举出多种可能成分，无法

判断其合理性

能列举出多种可能成分，并

能结合标签信息判断其合

理性

确定免洗洗手

液有效成分的

组 成 和 结 构

（２０分）

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确

定分子式

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确定分

子式，并从碳骨架和官能团角

度对同分异构体进行合理分类

能结合现代图谱，在同分异

构体中准确筛选出满足结构

的有效成分并说明依据，具

备掌握研究有机物方法的

能力

解释和预测过

氧乙酸的性质

（３０分）

能类比同类物质，从物质

类别角度解释强氧化性和

易分解的特性

能从官能团和化学键的角度，

解释并预测可能的化学性质，

但不够严谨

能同时考虑官能团或化学键

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共价

键的饱和性和极性，合理解

释和预测有机物的化学性质

预测过氧乙酸

的保存和在生

活生产中的应

用（３０分）

能基本说出保存的注意

事项

能充分结合强氧化性、酸性、漂

白性等性质，合理建议保存注

意事项和预测生产生活的应用

范围

能通过预测过氧乙酸的应

用，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观

念，形成将化学成果联系生

产、生活的意识，感受化学学

科的引领价值

图４　评价量化表图片

　　四、教学反思

　　１．学科大概念的凝练

学科大概念的凝练具有难度，是一种典型的“专

家思维”，其来源也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课程标准、

学科教学价值、教学重难点或考点、学生发展需要等，

共同点是都高度依赖于教师对学科知识本质的把握，

需要教师以“俯视”的视角自上而下地梳理学科体

系，增进对学科的理解，从实践中学习、积累、总结经

验与策略。

２．教学单元的重构

重构单元的依据其实并不拘泥于“学科大概念”

一种，还包括：课程标准主题、特色的教材章节、特定

的化学问题、专项能力的培养等。重构时需重点注意

单元的边界性，切忌盲目、错误地理解“创造性地使用

教材”，一味扩大对单元主题的挖掘，随意增加教学内

容，这样容易淡化单元学习的主题，增加单元的负担

和学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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