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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就一个学科来说，某一领域或某

一单元的知识是分层级的，因而也是

有内在联系的。无论哪个学科所使

用的教材，凡用语言符号陈述出来的

知识，一般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包

括一些事实性的知识和孤立的概念、

原理等，这是教材表层直观可见的知

识。表层知识之间有何联系？对这

个问题进行探寻而获得的结果，属于

深层知识；表层及深层知识的本质是

什么？超越表层知识和深层知识，对

单元知识内容的实质进行提炼、概

括，从而形成一定的推断和认识，就

是单元大观念。

单元大观念连接了那些看起来

毫无关系而又杂乱无章的内容，使众

多孤立的信息和片段技能变得富有

意义，它们因而“有用”了，知道在何

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起作用了。以

“创作一篇演讲稿”为例，写作一篇演

讲稿要考虑演讲目的、对象、语言技

巧、布局谋篇技巧等多个方面，这些

内容及表达上的要求往往让初学者

无所适从，直到初学者建立了“演讲

是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建立一种信

任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灵活调用

其知识储备进入“创作”状态，此时

“一言一语”都为建立某种信任关系

而来，“一技一能”均为赢得听众信服

而去。可以说，单元大观念赋予单元

知识以灵魂，使它们时时处在“应激”

状态，准备随时因外部需要而投入使

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因此杜威

将之称作自由概念或通用原则，认为

其是会流动的思想，能够自动地寻求

运用之处去解释和指导行为。这就

是“普适性”，它是单元大观念的本质

属性，单元大观念从零碎、孤立的知

识中提炼出来，也能够生发、建立新

的知识，是迁移运用的关键。

单元大观念是真正理解的产物，

它不是现成的知识或已有事实，而是

教师或学生通过深入探索某一领域

知识内容的内在联系而作出的重要

推断或深刻揭示。这种推断或揭示

极具个体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

达，但只要指向知识本质的锤炼，不同

的表达一定会有相同的意蕴。以人

教版数学五年级下册《长方体和正方

体》为例，这一单元教材内容涉及长方

体和正方体的认识、长方体和正方体

的表面积、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三

小节内容（因正方体是特殊的长方体，

本案例统称为长方体），其中第三小节

还介绍了容积概念，以及探索某些不

规则实物体积的测量方法，是学生由

二维认识上升到三维空间观念的关

键内容。那么，长方体概念及长方体

表面积、体积、容积等知识的本质是什

么？如何建立三维空间观念？探究

发现，长方形是一个平面内由一个顶

点出发的两条线段的组织关系，长方

体则是在不同平面内由一个顶点出

发的三条线段的组织关系；长方形的

这两条线段（边）就是其长和宽，即二

维；长方体的这三条线段（棱）则是其

长、宽、高，即三维，其中表示“高”的这

条棱与表示“长”“宽”的两条棱垂直而

处于不同平面，所以“高”的出现和确

认是建立空间观念的关键，长方形与

长方体的结合点就在于从一个顶点

出发的线段的位置关系及意义确

认。长、宽、高是长方体的基本结构元

素，长、宽、高的长度决定长方体的大

小。本单元教材内容开篇即用图形

直观明确构成长方体的这三个基本

元素，接着从不同角度——表面积、

体积、容积——探讨长方体的大小，

长方体的大小均与其长、宽、高的长度

有关，这就是本单元大观念，即从一个

顶点出发的三条棱的长度决定长方

体的大小，当然也可以表述为：长方体

的大小取决于从长方体的一个顶点

出发的三条棱的长度。

核心素养背景下，单元教学就是

要求教师绕到教材背后，以横截面的

形式把握看似散乱的知识个体之间

的内在联系，并对这种联系进行简

洁、明确的揭示与表达，生成单元大

观念。所以单元大观念一旦产生，知

识个体之间便发生了有意义的联系，

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这就是单

元大观念的组织性和系统性。

单元大观念就像一篇文章的中

心，文章内容无论牵连多么广泛的

人、事、物或情、理、法，只要文章中心

明确而集中，这些内容就具有实在的

意义和关联，所以单元大观念还具有

总领性，它统领单元知识内容。所以

从根本上说，提炼单元大观念是为了

在实践中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无论哪个学科的单元学习，其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真实情境中的

问题，单元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单元大观念则是解决问题的思维方

式，思维方式决定问题解决的成败及

质量。

（作者系特级教师、河南省郑州

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特级教师谈教学·卢臻②

单元教学的灵魂：单元大观念

在“双减”背景下，如何让初中物理

教学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发展学生核心

素养，已成为当前课程改革的共识。以

学科核心概念进阶为主线的大单元教

学模式，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实现课

堂教学体系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当前课程改革中突出的特点就是

增加课程的选择性，这必然造就有选择

权的学生，所以初中物理学科课程改革

最终应该释放学生自主性，终极目标就

是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大单元教学

可作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

径。大单元教学聚焦知识概念内核开

展教学，对于拓宽学生知识广度、提升

合作意识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作用显著。

物理传统教学方法一般都是“单

课时教学法”，在新课教学中教师讲得

较多，较注重于教而不够注重学生的

学，较注重知识的学习而不注重方法

的传授，教学形式较为单一。“大单元

教学法”则跳出章节束缚，把一个大单

元作为一个教学单位，由不同的教学

形式组成不同的课时，而且教学内容

相对集中，要求学生通过预习、讨论的

方式，将有关新课内容弄明白，培养学

生自主解决问题的思维与能力，教师

主要起引导作用，让学生在学习知识

的同时学会学习方法。

我总结了物理大单元教学的三个

策略。一是创设丰富的实验教学情

境，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大量的

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精心设计真实的

教学情境，能够缓解学生的紧张心理，

使其处于乐观的情绪状态，从而实现

对学生求知欲望与探索兴趣的有效激

发和调动，让学生逐渐进入深度学习

状态，不断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因此，教师在初中物理大单元教学设

计中，应当在整体知识连贯和思路清

晰的前提下深度挖掘丰富的实验教学

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沪

科版八年级物理全一册中物理教师普

遍认为较难授课的《浮力》大单元授课

为例，教师在课前需要把有关《浮力》

教学的整章内容的思维导图发给学

生，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先收集整理

“浮力产生的原因”“阿基米德原理”

“浮力的计算方法”“物体沉浮条件”

“浮力在生活中的应用”等相关知识形

成整章知识基本架构，然后重点在第

一课时的课堂分组演示“探究浮力产

生原因的实验”“称重法测浮力的实

验”“阿基米德原理实验”“物体沉浮条

件的实验”，尤其是“探究浮力产生原

因的实验”中利用透明的水槽和空心

立方体上面的透明膜的水凹方向，形

象生动地展示浮力产生的原因。通过

这几组实验的结论，让学生对浮力相

关知识内容记忆深刻，从而为学生进

一步探究“浮力方向”“浮力大小计算

方法”“浮力在生活中的应用”等知识

埋下兴趣的种子。

二是拓展丰富的生活实践情境，激

发学生探索的求知欲。仍以《浮力》大

单元授课为例，在本章中涉及了大量的

浮力应用生活实例，在授课过程中教师

将飞艇、轮船、密度计、潜水艇、热气球

等生活实例展示给学生，使学生深刻体

验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物理知识。

三是利用丰富的物理评价情境，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物理大单元教

学中重点关注学生的深层次理解能力

发展，通过学生课堂表现、语言表述的

逻辑性、小组实验参与的积极性等方

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仍以《浮力》

大单元授课为例，本章综合了压强、压

力、平衡力、力的合成等知识，在学习

评价活动中注重学生在概念层面上迁

移运用综合技能的表现，充分考虑表

现水平的区分度，关注学生深层思考

能力和本单元所需关键技能的达成情

况，就程序性知识学习过程和应用能

力展开表现性评价，更能提升学生严

谨的科学思维能力。

大单元教学能够让学生通过思维

导图直观整体对《浮力》整章知识有一

个深刻认识，带着问题意识寻找自己

的答案。这样的大单元教学模式将教

师从繁杂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采

取科组集体大单元备课，让科组教师

共同分享成果，同时优化了整个学期

科目科组的教学，有效提高了科组教

研活动的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系广西贵港市覃塘区

覃塘街道第一初级中学）

物理大单元教学的
可行性探究

□ 闭豪俊

好课堂是一场交响乐
一次，面对福建省厦门市积极投

身于“新课堂实践”的 300名教师，我

完成了统编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雪

地里的小画家》的教学。“我爱这样的

课堂，它给我滋养，让我快乐”，这是

课后从我心底发出的强烈声音。从

听课教师的微笑与点赞声中，我也感

受到他们沉浸式的体悟与意犹未尽

的热情。我回味着那一个个令我快

乐难忘的真实学习瞬间。

课堂伊始，我设计了一个“儿童

诗诵读PK赛”，让自告奋勇的一个孩

子上台当领读者、观察员和评审员，

活动结束后，让他将手中的“诵读之

星”奖章送给他认为在本次竞赛中

“诵读声音最响亮、诵读形式最有创

意、表现最突出的朗读大王”。充满

竞争与信任的诵读赛不仅一下子把

孩子拉进了声韵优美、节奏明快、充

满童真童趣的童诗世界，还唤醒了儿

童的言语天性。同时，在充满信任、

挑战的课堂上，拉近了孩子与教师、

文本的距离，让孩子对课堂充满期

待。别看“变教师评为学生评”这一

小小举动，它将儿童推到了课堂最前

端和中心处，让孩子以儿童视角观

课、评论，让他们感受最大的尊重、平

等、自由。新课堂要求教师更细心洞

察孩子，深度了解儿童，最大化地创

建平台与空间，让他们大胆发挥与展

现。我想这是真实学习、创变课堂的

开始。

课堂高潮部分是我与孩子共同

探究完成“雪地里来了哪些小画家，

他们分别画了什么画”这一主任务，

与美术学科融合，透过文字想象画

面并进行创意画大赛。我引导孩子

根据小鸡、小狗、小鸭和小马的脚印

形状，用“转一转、加一加、变一变”

等方式，创作富有创意的脚印画。

为提高创作实效，此环节我与美术

教师进行学科协同备课上课，将大

赛作品征集与评奖放在美术课上。

此课堂改为欣赏其他班级获奖的创

意脚印画，让学生在欣赏中学会创

作，在创作与欣赏中表达交流，主动

区别并加深对不同动物脚印特点等

科普知识的理解，明白生活处处有

学问的道理。

在深入品读完诗文后，我再次设

计了一个朗读赛，用“演一演、配一配、

加一加、拍一拍、背一背”等自己喜欢

的方式创造性表达诵读这首诗的成

果。其中，教师用木鱼打节奏，学生根

据节奏拍手合作背诵这一环节最令

人难忘。此时的课堂俨然变成了一

场交响音乐会，学生尽情地解放手、

脚、眼、脑、耳，在师生、生生合作中不

断感悟体验着不同的节奏美、韵律美

和意境美，在个性化创作中学生欣赏

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艺术情趣得以

培养，鉴赏力、思考力、行动力和创造

力得以提升。阅读与音乐、美术、科学

的融合加持，让童诗学习快乐深刻，让

孩子深深爱上了童诗。

课程改革开辟了学科之间联系

贯通的空间，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丰富

的选择和无限的可能。但要避免目

标迷失和浅表学习，真正做到深度融

合。因此，深度对话解读教材，提高

学科知识理解力、学科之间关联能

力、跨学科问题设计能力和评价能力

是新课改下教师的必修功课，决定着

课堂的开放性、生成性和有效性。有

效对话文本，精准挖掘与设计文本创

生融合点，是真实学习的关键所在。

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旨在语文实

践活动中，联结课堂内外、学校内外，

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领域，在综合运

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

力。因此，课堂最后为了联结生活，

我出示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经典音

乐作品《动物狂欢节》，再次调动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与丰富的想象力，大

胆分享自己联想到的画面与观点，最

终明白大自然是一本百科全书，只要

留心看、用心听、大胆想，做生活的有

心人，一样也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美

丽画卷。

结合单元整体教学及学习资源

整合，我让学生留心观察海边沙滩的

脚印，做生活中的小画家，创作出一

首《沙滩上的小画家》，并给儿童文学

作家程宏明爷爷制作一张贺卡，作为

新年礼物送给他。这一拓展性、综合

性的挑战性任务，将课堂全然开放，

走向生活。在一次次联结与创作挑

战中，在一系列“读、做、创”学习活动

中，学生的核心素养得以提升。好课

堂是一场交响乐。师生用心对话生

活，主动与生活联结对话，是真实学

习走向高品质的核心所在。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厦门

海沧附属小学）

□ 邓玉秀

教学，不妨绕点远路
□ 沈志飞

一次参加学校数学组的教研活

动，授课教师执教内容是人教版数学

五年级上册《用字母表示数》。教师

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妈妈和女儿的年

龄关系，让学生思考能不能用一种简

明的方式表示，学生回答：“如果妈妈

的年龄为 a，则女儿的年龄就是 a-

24。”接着，教师让学生“算一算”：当

a=51 时，女儿的年龄是多少？学生

很快算出女儿是 27 岁。教师追问：

这里的a可以是任何数吗？还没等学

生回答，教师又问：a能是 200吗？为

什么？学生说不能，因为人活不到

200 岁。于是教师就在黑板上板书

“字母表示数时，要符合生活实际”。

课听到这儿，我总感觉不过瘾。

我在思考，如果当教师提出“这里的a

可以是任何数吗”这一问题时，给学

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充分发表见

解，将会是怎样的课堂状态？

容我大胆推测一下，学生肯定

会说“a 不能是任何数”，但是在母女

年龄的前提条件下，a 可以是哪些

数，不可以是哪些数；最小可以是多

少，最大又可以到多少。由此将生

发出一系列问题，比如科学技术、医

疗水平对人的寿命影响，相关生理

知识、法律问题等，都是学生感兴趣

并愿意去探究的。如果是这样，我

估计教师在这节课设定的教学任务

可能完不成，但学生通过这样的探

索，一定会恍然大悟“字母表示数

时，要符合生活实际”。

其实，在日常听课过程中，上述

课堂现象还真不少见。究其原因，

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教师生怕

打乱教学节奏，影响教学进度。上

述数学课中，如果让学生提出那些

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恐怕几节

课都完不成，如此一来教学目标就

达不成，所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一

般都不允许“节外生枝”。二是教师

生怕掌控不了局面，影响了教师权

威。上述数学课中，如果学生真探

讨起“科学技术、医疗水平对人的寿

命影响”等问题，教师不一定能“接

得住”。三是学科本位、知识本位思

想作祟，学生本位、素养意识淡漠。

当下实行的是单科教学、分科考核，

教师也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尽管一

再倡导“以生为本，提高学生综合素

养”，但教师的“学科本位、知识本

位”思想根深蒂固，难以更改。

最近，我阅读了《全世界都想上

的课——传奇教师桥本武的奇迹教

室》一书，书里写的是作者初高中国

语老师桥本武先生的教学故事。桥

本武先生国语课堂的传奇之处在于，

初中三年只带领学生精读一本小说

《银汤匙》，却为“破落户”滩校成为

“东京大学录取率日本第一校”作出

了巨大贡献，培养出著名作家远藤周

作、东京大学第 29 任校长滨田纯一

等杰出学子。而在桥本武先生 50年

滩校从教生涯中，其“绕远”“跑题”

“走岔道”等教学方法，成为其教学精

髓，至今仍被学习称道。

《银汤匙》前篇三十章，桥本先生

引导学生围绕“女儿节”展开了对传

统节日的深入学习，比如，五大民间

节庆是哪五个？何谓“七草歌”？一

说起女儿节就会想到女孩子的公主

人偶，女儿节究竟始于何时？端午节

为什么又叫“菖蒲节”？说起七夕，就

会想起在小册子或彩纸上写下心愿、

系于竹叶之上的习俗。这一习俗又

是怎么来的，究竟起于何时？重阳节

都有什么样的风俗？

围绕“女儿节”，桥本先生竟引出

了这么多有趣的话题，让学生去探

究、讨论、记录，并形成属于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银汤匙〉研究笔记》。

在《银汤匙》国语开课50年后的2000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试行设置以学生

兴趣为中心、各学科相互打通、着重

于自主探索的综合性学习。

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的《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跨学科成为高频词，要求学

校要设立10%课时比例的“跨学科主

题”学习活动。当教师迷茫该如何开

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时，不妨学

学桥本先生的“绕远”“跑题”“走岔

道”吧。

当然，教学中“绕远”“跑题”绝

非易事，就学生长远发展而言，教师

要敢于“绕远”“跑题”，但并不是天

马行空地“绕”与“跑”，要完善知识

体系，丰富知识储备，不管“绕”多

远、“跑”多开，心中要有一条知识的

逻辑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更

要拓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到“一专

多能，多才多艺”。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乡市濮院

茅盾实验小学）

教学反思

 














天
津
市
宁
河
区
青
少
年
宫

刘
志
永/

绘

课
改
在
公
开
课
中
被
过
度
审
美
化
了
。

课堂策

漫
画
课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