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小学 2024-2025学年道法

教研活动及成果

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小学在2024——2025学年在1.4教室进行了基于

素养导向的一体化视域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的思考的研究活动，进行了主

题确立、交流、总结事项，使得老师们的大单元教学理念得以提升。

附：烟台市牟平区实验小学2024——2025学年教学研究活动及成

果。

时间：2025年4月10日

参加人员：道法组全体教师

教学研究活动主题：基于素养导向的一体化视域下的单元整体教学的思

考

中心发言人：于华



    一、活动讨论：

    大单元有助于构建完整知识体系。它打破了传统单课教学的局限，

将相关主题的知识整合起来，如在“规则”这一大单元中，可以把校园

规则、社会规则、家庭规则等内容连贯讲解，让学生全面了解规则的意

义、种类和应用场景，而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种规则。

    能更好地联系生活实际。大单元教学以生活为基础，能够引导学生

关注生活中的道德与法治现象。比如在“公共生活”单元，可以结合社

区活动、交通出行等实际生活场景，使学生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

会的影响，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这种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价值

观和社会责任感。在“传统文化”大单元教学中，学生通过了解传统节

日、民间艺术等，不仅能增强文化自信，还能锻炼分析和传承文化等多

种能力。

    大单元有助于知识整合。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内容丰富多样，包

含个人生活、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等多个层面的知识。大单元教学

可以打破单课教学的局限，将相关主题的知识串联起来。例如在“规则”

这一单元主题下，把校园规则、社会公共规则等内容整合，让学生更系

统地理解规则的意义、种类和重要性。

    大单元教学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法治观念、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的素养。通过大单元教学的主题活动，

如开展“社区小公民”主题单元活动，学生可以在实践中学会关心社区、

遵守社区规则，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和责任感。

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大单元教学从整体着眼进行教学设计，避免了单

课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重复讲解等问题，优化了教学时间和资源的分配，

让教师可以更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更贴合学生生活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与法治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大

单元教学可以模拟真实生活情境。比如在“家庭与责任”单元，通过角

色扮演、家庭小调查等方式，让学生从家庭角色、责任等多角度体验生

活，加深对道德和法治知识的理解，更好地指导生活。



    二、活动总结：

    本次主题教研，我们以“基于素养导向的一体化视域下的单元整体

教学的思考”为主题开展活动。

    首先，对于一些新的理念和做法，我们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实证研究、

科学论证和循证实践验证，这就有可能导致大家在理解与实践上出现一

种转型期的“震荡感”和“不适应”，甚至引发排斥和反对的情况。大

单元教学亦是如此。一些教师认为，大单元教学是课程专家制造的“新

名词”，对其抱有观望甚至抵触心理，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困惑。比如，

为什么要开展大单元教学，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什么是“大单元教

学”，它与传统的“单元教学“单篇教学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大单元多大

是“大”?与当前课程改革强调的“大概念“大情境“大任务”有何联系?

习惯了传统教法的教师们，如何开展大单元教学等等。

    其次，将“大单元教学”和单篇教学“课时教学“微课教学“单项

技能训练”等对立起来。任何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比

如语文的“单篇教学”，对于集中精力学习定篇类课文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一个学生连单一的知识点都无法正确、深入、透彻地理解，更遑论

把握和理解整体内容。因此，单篇教学是单元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但这

并不代表必须在学会单一的知识点之后才能进行整体学习，“单一”和

“整体”是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交互进行的过程一可以先着眼

于一个“点"展开学习，然后从整体的结构中回望这个“点”，从而赋予

这个“点“新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大单元教学可以与传统教学方式相

配合，从一篇课文、一个主题进行拓展和深入，也可以灵活运用“问题

解决式“项目化学习"“跨学科学习，等多种方式。

    正确认识和理解大单元教学厘清大单元教学与单元教学。从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看，很多新的概念是为了落实课程理念而提出来的，比如

“大概念“大单元“跨学科主题学习情境等。尽管对于“学习主题“核

心知识技能单元"等概念，大家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这些

概念会像货币一样污损、模糊或者贬值，因此，为了语义上的强调或者

凸显某些方面的内涵，有时候不得不在前面加上一些修饰语予以强化和

区别。大单元教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单元教学最早由赫尔巴特学派提出，

从学习心理和过程角度强调教学要经历“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几

个阶段。20世纪初，比利时教育家德克乐利主张以学生兴趣为中心、以



以整体教学为原则，开创“单元整体教学”的先河。此后，很多学

者都在课程内容和过程整合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提出“活动单元”

“课程编制单元“程序单元”等概念。而大单元教学跟上述这些理

念有所不同，属于“大概念主导"“内容结构化"“加强学科实践”

和“情境任务驱动”的新型教学方式，在目标、内容、方式、评价

上都有一些全新的要求。

大单元教学由于其目标的丰富性、内容的统整性和教学过程的复杂

性，容易导致教师在备课和教学设计上的“能力恐慌”。面对“大

单元“大概念”等新的教学方式和要求，可能个别能力超强的教师

可以迅速地适应，但对绝大多数的教师而言，将其灵活、充分地运

用在教学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困难。目前对大单元教学持反对或抵

制态度的教师、学校甚至专家学者，有一部分是因为存在对既有思

维模式的“路径依赖”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还有的是因为一

时半会没有摸索出有效的教研模式和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各学校、

教研组和学科教师改变过去“单打独斗”的工作方式，转而寻求专

家与教师、教师与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开展教师间、学科组、

校内外的各种协作型教研。我们相信，随着经验的累积和协作型教

研机制的建立，大单元教学定会走向正轨，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