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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单元教学是 2022版新课标明确强调的，大单元教学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发展性的

优势。基于大单元教学的教学目标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回应核心素养的生根化培养，实现课

程育人的价值。大单元教学的小学数学教学目标强调了对学生深度学习和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

性；其设计应以学生为中心，具有系统性、发展性等，并对应提出教学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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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rge unit teaching is explicitly emphasized in the 2022 vers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holistic, systematic, and developmental.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based on large unit teaching should take a broader perspective, respond to the rooting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objectives of large unit teaching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deep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cultivation for students; Its design should be student-centered, systematic,
developmental,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desig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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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版）》（简称新课标）

明确指出“义务教育数学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致力于实现义务

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使得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逐步形成适应终身发展

需要的核心素养[1]。”大单元教学应运而生，“单元”是指

依据统摄中心，按学习的逻辑组织起来的、结构化的学习单

位，是实现素养目标的－种微型课程计划[2]。区别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大单元教学引导学生探索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向素养目标的达成。但素养目标并非能一蹴而就，需要达

成系列教学目标，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最终实现。

一、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目标设计的价值指向

（一）指导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向

当今大单元教学有着以“大”为上的苗头，视“大”为

大单元教学的最高标准和最高追求，从而“大”而化之。[3]

在实际大单元教学设计中，一昧追求知识的融合而忽略目前

教学重难点的突破，盲目追求跨学科却不深入思考所跨学科

是否符合学科所具有的思维性、严谨性，整合是单一的结合

还是将理念与方式融合创新这些问题都阻拦了大单元教学

在实际教学中发挥育人的作用。因而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目

标设计应具有指向性、针对性，体现数学学科的逻辑性，避

免为了“大”而使得教学变“空”。

明确的教学目标设计为教师指导教学方向，在“大”的

单元知识中找准教学目标，以教学目标为基点，延展出“单

元”作为教学单位，使得单元主题成为引领教学的旗帜，围

绕单元主题设计教学活动，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得

教学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教学目标的设计使教师在备

课时能够聚焦于学生所需，并作为教学活动的设计依据，确

保课程服务于“育人”，避免教学内容的广泛而无效。

（二）指向小学数学的深度学习

崔允漷教授为《教案的革命 2.0：普通高中大单元学历

案设计》撰写的序言《深度学习与大单元教学》中，提到了

“整合论教学的实践取经：大单元教学”等内容，[4]体现大

单元教学是为推动深度学习而引进。深度学习作为一种新的

学习理念，强调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发展高阶思维和解决真

实问题，同时能通过大单元教学得以发展。在大单元教学中，

明确的教学目标有助于不同知识点之间的整合，促进跨单元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Modern Education Forum

8

跨学科的联系，使学生能够在系统化的知识框架中理解数学

概念，发展数学思维，增强综合运用能力。通过把控单元主

题设定的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思考，通

过有机整合，让学生直接对接学习难点以及构建联系。通过

设定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师可以将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可测

量化，深化学习过程；同时使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定

期的评估和反馈，避免掩盖大单元主题教学下囫囵吞枣的学

习。

（三）提高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

在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的教学活动中，仍存在着教学课

时分解不理想的情况。大单元教学指向核心素养，以理念为

主，但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忽略了具体的课时目标，导致

教学效果的弱可观测性；同时课时分解标准模糊，使教师难

以把握学生在课时学习后应达到的效果。故大单元教学目标

的设计是为了更好地让教师把握课时的安排，而非直接通过

核心素养指导教学设计，精准掌握核心素养、教学目标、教

学设计三者之间的联系，发挥大单元教学应有的积极作用。

大单元教学应帮助教师看到知识的整体，教师应在大单

元的指导下将教学内容拆分、重组再通过教学目标进行细化。

大单元的教学目标应以学生为中心，帮助教师看到学生的学

习框架构建进度，从而游刃有余地把控教学的节奏，以实现

“为学而教”、“以学促教”。教师可以根据目标的实现情

况，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优化教学设计；通过对教

学目标的回顾和反思，教师能够进一步把握教学本质，从而

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二、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目标的设计要素

（一）以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生根化培养为中心

大单元教学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具体体现，也是以

学生为本育人理念的具体体现，强调学生“学”而教师“辅”。

大单元教学规避了以往“教为中心”的教学所暴露的师生主

体立场错位、教学逻辑不匹配、学习内容与生活实践相分离

以及学生发展不平衡等弊端[5]。故教学目标的设定也应以学

生为中心，考虑学生的兴趣与需求，以学为重点而非以教为

中心。同时教学目标也要适应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响应新

课标——使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发展。有研究以建筑

单元类比大单元教学，就像建筑单元从人居住的角度来考虑，

看到的就不仅仅是“钢筋、水泥”，而是“楼层、房间、门

窗”[6]。教学目标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也不仅仅是宏观

的教材要求、知识、技能，而是个体的教学起点、发展需要、

个人兴趣。

（二）以学生数学知识系统化建立为目的

大单元教学摒弃了以知识点为重的教学模式，将碎片化

知识相关联。教学目标也相应地统筹于一个主题之下，强化

了知识结构，围绕明确的单元主题系统化。这就要求教学目

标之间应具有连贯性，确保知识间的逻辑联系以形成完整的

体系，通过系统化的整理使知识“块状”化利于学生对知识

的整合、理解、掌握与运用。并且将学生学习的历程作为整

体来通盘考虑，揭示各个知识点、学习经验之间的纵横关系，

使其相互借力，让所谓的教学难点不攻自破，真正走出单一

模式和碎片化的泥沼[5]。

（三）以学生个体发展性成长为重点

教学目标的建立除了着眼于具体课程，还需帮助学生为

未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目标体现的是必须着力培养

的关键能力，而关键能力是学生发展的基石。在大单元的统

领下明确关键能力并着重培养，在跨课时甚至跨学科的课程

内容中不断锻炼，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发展的能力，故教育

目标应具有发展性。发展性是指学习过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

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技能超越知识本身。教师应

透过教学目标进行综合思考：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的核

心素养达到哪一层面了？如何处理好教学目标间的衔接与

递进？接下来应设立什么目标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向下一层

面发展？通过大单元教学助力师生实现教学相长，教师实现

自身教学水平的提升的同时，重点放在培养具有生长性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三、基于大单元教学的小学数学教学目标设计策

略

（一）立足核心素养，观照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指出：核心素养是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不同学段发展水平不

同，是制订课程目标的基本依据[1]。核心素养具有的整体性、

一致性与阶段性能为大单元教学提供方向。从宏观来看，我

国逐渐转向核心素养的“成就目标”意味着应通过课堂培养

实践素养，实现立德树人，而大单元教学应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使数学课程的育人价值得以体现。教学目标的设计更应

指向学生的数学眼光、数学思维和数学表达能力。

课程标准中的总目标与学段目标较为抽象，这些目标指

向的是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之后所应达到的总体水平，

应是单元教学目标累积起来所应达到的水平。因此，在制定

具体的教学目标时，首先保证宏观方向，即核心素养的三个

方面“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

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1]其次结

合各学段目标，设计大单元教学目标。

例如，人教版第十二册《比例》，在设计本单元的教学

目标时应考虑新课标在第三学段明确提出：在实际情境中理

解比和比例以及按比例分配的含义，能解决简单的问题；通

过具体情境，认识成正比的量；能探索规律或变化趋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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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解释结果的实际意义，逐步形成模型意识和几何直观，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此，制定本单元的教学目标如下：

1.理解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会解比例。2.理解正、反比

例的意义，能够正确判断成正、反比例的量，会运用比例知

识解决有关问题。3.能运用比例知识，求出平面图的比例尺

以及根据比例尺求图上距离和实际距离。4.能理解图形放大

与缩小的原理，并能把简单的图形进行放大与缩小。

（二）立足具体学情，贯通不同学段

从中观角度分析教学目标应以学生发展为本，需要从学

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出发，同时从大单元的角度考虑学生现有

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数学思想，关注教学起点，以

确保教学目标的有效性与适用性，在已有的知识上有所发展

又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提供支撑。

大单元教学不仅仅是局限于教材中狭义的单元，更应该

以狭义单元为圆心，以单元主题与重难点为半径，跨时间地

绘出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更广义的“大单元”，建立知识

框架，实现有意义的建构。与此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要求，

教师应进一步分析学段要求，综合思考不同学段之间教学目

标的“起承转合”，促进本学段教学目标发挥实质性作用。

例如，在二年级下册学生学习了《图形的运动（一）》

初步感知生活中的轴对称、平移与旋转，四年级下册学习了

《图形的运动（二）》学生进一步认识了轴对称和平移。《图

形的运动（三）》于五年级下册学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

促进学生从整体认识到要素刻画，基于此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通过了解旋转、认识旋转的三要素让学生学习要素的提取；

结合平移能画出运动后的图形加深对图形运动的认识与理

解，看到其实质是点的平移，从运动的视角观察到点动成线，

发展空间观念；运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图形或图片的运动过程

让学生在脑海中建立表象，想象图形或图片的重构既锻炼了

推理能力又帮助学生学习用数学的知识解决问题。

（三）立足单元主题，聚焦课时目标

在小学数学大单元教学中，教学主题是对课程内容的高

度概括，而课程内容是教学目标的基础，基于课标与学情之

下教师需要明确大单元的主题，确保所有课时目标都围绕这

一主题展开。例如，如果单元主题是“图形的运动”，那么

所有的课时目标应与动态研究图形的视角相关。这意味着教

师要尽快改变以知识点传授为主的碎片化教学，凸显教学过

程的整体性、层次性、递进性[7]。

将大单元的教学目标分解为具体的课时目标，将每个阶

段的教学目标细化，将宏观目标具体化，使得每个课时目标

达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的目的，确保学生在每节课后

能够掌握特定的知识点或技能。同时在细化课时目标时，通

过学生思维的发展来设计课时，让具体的课时目标之间形成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做到宏观把控与微观出击

相结合。

例如，在《小数的初步认识》单元中，围绕单元目标，

第一课时是借助现实情景和直观模型初步认识，与生活经验

相结合，在实际情景中认识小数，初步理解与建构小数的意

义、理解小数与分数之间的关系，能正确读、写小数并感知

小数在生活中的作用。第二课时把小数作为抽象的数来认识，

与整数的十进计数规则、分数的意义相关联，发挥小数在“数”

领域重要的串联地位。通过例二与“做一做”理解与掌握比

较两个小数大小的方法，会正确比较且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渗透应用意识，培养学生数感与抽象能力。

总而言之，基于大单元教学下的教学目标不能仅仅从叙

写样式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来预

估学习结果，而应该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设定，既能看到核心

素养、学段要求，也能结合大单元的主题与小课时的联系，

发挥大单元教学整体性、系统性、发展性的优势，实现课程

育人的价值，回应核心素养对良好教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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