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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素养”

素养是一个人的“精神长相”,是内在素质外在表现： 学识、智慧、品格、

精神等。

素养是一个人的人格；积极的性格和气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

素养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行为方式的自动化，”无需提醒的自觉“。

素养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认识定式和认识运行过模式的总和：

                     深度、 结构、方向的综合表现。



2.关于”学科核心素养”
   2017版新课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
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
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高中2017版课标：生命观念、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社会责任

    初中新课标：生命观念、科学思维
    （未发布）  探究实践、态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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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启泉先生把单元设计看成基于核心素养课程发展的重要环节。

他说：在“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单元设计—学习评价”这一环

环相扣的教学活动中，单元设计处于关键的地位。而这里所倡导

的“单元设计”与以往教材的内容单元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异在

于划分单元的依据不只是内容，而是立足学科核心素养，整合目

标、任务、情境与内容的教学单位。或者说，一个单元就是一个

指向素养的、相对独立的、体现完整教学过程的课程细胞。

3.素养单元

一线教师必须基于“核心素养”展开单元设计的创造。这原本是一种常识、一
个常态。但在我国基础教育界，由于缺乏“核心素养”、“学科素养”和“单
元设计”的概念，乱象丛生。
因此，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设计，就成为一线教师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



4.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路径和支点

       

大单元整体学习



一、什么是大单元整体学习  

（一）学科大概念

    学科大概念是一个学术问题，围绕抽象核心观念和概念，把相关知识、能力和结构逻辑建构成

一个相对独立、整体的概念体系。

    学科大概念的特质是恒定不变的学科思想、逻辑和体系。

    学科大概念的价值是学科本质。



（二）课程大概念

课程大概念是基于学科大概念，为育人价值追求整合学科间知识、社会生

活实际、教师学生学习生活经验，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直指学生核心素养

养成的整体学习内容，提供了有利于学生围绕大概念整体思考、创造建构

的学习内容。

        课程大概念的价值是育人。



（三）大单元整体学习

大单元整体学习，就是在核心素养的观照之中，在课程标准的牵引之下，根据学生的成长需求与认知基

础，寻找到与学科建构“时光轴”相契合的主题，设计系列的学科或跨学科的学习历程，培养学生成为

真实问题的探究者、真实学习的参与者、积极生活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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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进行大单元整体学习  

符合党和国家对未来社会、民族复兴，对人才发展要求

    未来的社会极其不确定，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深度融入全世界发展、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我们今

天的孩子在未来社会中不能与世界对话，不能创新结构化思维，没有一定学习能力，就不可能适应未来社

会生活，也就很难创造幸福。我们今天教育的意义何在？学生学习的价值何在？所以从结构上推进大单元

整体学习既是国家要求，更是学生生命成长需要，也是我们教师的教育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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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认知规律，认知过程给学生
①学生整体认知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②老师应该给学生问题、场景、任务，
不给答案，多手段推动学生思考。
③知识是学生基于经验的主观建构。
④学习应该在对话中进行并生成新知。

克服学习碎片化，整体认知不动摇
学习过程真正成为独立、创造、生成的完
整过程，真正解决了四个碎片化。
①学习知识碎片化
②学习时间碎片化
③探究过程碎片化
④思维建构碎片化

确保学生主体性，育人目标不游离
①教师机械讲解、训练变成育人，扭转
  学生被动学习局面。
②学生按照自己认知来感知世界，释放
  思维活力，打开多元思维闸门。
③学生全面、自主、合作、探究，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高阶思维成为可能。
④教师全程引领、陪伴、激发。

指向高阶思维，学习价值求突破
①大单元学习目标指向人的完整发展而非学
  科知识。
②大单元整体学习基于核心价值、通向学科
  素养。
③通过整体认知建构，学生接触高阶思维。
④知识的形成和任务的完成都在学习过程中
  自然而然实现。

大单元整体学习的优势



  1.大单元整体学习四个阶段

 理解大单元整体学习框架逻辑关系  

                     ——  整体感知、探究建构、应用迁移、重构拓展
   第一学习阶段：整体感知。学生自主建构单元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整体感知、链接、生成。

    第二学习阶段：探究建构。探究清楚知识与已有知识、能力、生活的必然联系，

                            独立建构链接。

    第三学习阶段：应用迁移。结合探究建构成果，创新应用，解决问题，

                            并迁移到新情境中，解决真实问题、生成新知。

    第四学习阶段：重构拓展。生成并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逻辑结构和

                            价值意义结构，完成清晰大概念的最终建构，拓展创新。

三、大单元整体学习的实施



  (1) 整体感知（建构结构性知识）—— 通过信息加工，知识内化 

（ 概念），强化关联（系统化、网络化、结构化），形成本单元的知

识框架，初步认识学科大概念。

      

大单元整体学习结构和内涵



 (2)探究建构（形成探究能力）—— 经历分析资料、获取信息、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提出假设、设计方案、推到验证、得出结论（学会科学

探究方法）

       在教师引导下，选择学习中的典型问题作为突破点，通过发现、

质疑、分析、演绎、论证，概括、归纳等探究活动，学会科学探究的方

法。建立学科大概念。



 (3)应用迁移 （灵活运用知识能力）—— “迁移什么”“如何迁移”，

尝试用已知的知识经验解决新的问题，强化问题与知识结构、新知与旧知、

未知与已知相“链接”，对新问题的认知和解决能力层次，找到解决的途

径和方法。直达课程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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