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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元整体出发

2012 年初，江苏省无锡市扬名中心小
学语文学科开始尝试“长文短教”的课堂教
学模式，不求面面俱到，但求一课一得，找
准教学切入点、语用训练点、拓展延伸点，
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真正获得能力的
“一点”提升和视野的“一点”延展，从而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

通过进一步思考， 学校发现，“长文短
教” 的教学方式固然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
率， 但是由于教师在备课中对文本的理解
不同、取舍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和专业基
础也有所差异， 在确定每节课的教学目标
时，就出现了随意性和偶然性。 长此以往，
即使课堂教学十分扎实， 学生获得的也仅
是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 对他们的长期发
展帮助不大。

为此， 整体论的思想走进了学校的视
野。 虽然众多版本的语文教材都以“单元”
的形式进行编排，但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却
人为地把“单元”分割成“单篇”，忽视了单
元文本之间的关联， 将系统的语文教学碎
片化， 这也许是造成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
主要原因。

如果以单元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教
师会着力于思考单元文本之间的联系，将
文本教学以合理有序的结构， 整合形成一
个整体的教学框架。这样，单元整体教学就
有了超越单篇教学之和的新功能， 一个单
元聚焦一个语文问题（单元主题），通过前
后承接、逐步递进，或者前后关联、互为补
充的教学组织方式，不断巩固语文能力、提
高语文素养。

以小学语文为例， 如果能将教学总目
标分解成 84 个螺旋式上升的单元教学目
标，语文教学不就走出“模模糊糊一大片”
的困境了吗？ 当学校将年段目标、 学期目
标、单元目标有序化、体系化之后，这样的
整体效应一定是大于部分之和的。

将整体论的思想引入小学语文课堂后，
学校较好地解决了“长文短教”教学方式所
面临的难题。 因此，在“长文短教”的基础上，
学校开始尝试“主题式单元整体教学”。

提炼单元主题

在“主题式单元整体教学”中，“主题”

就是单元教学目标，是具体化、序列化的学
科目标。“主题”有两个层面：一是指文本负
载的言语形式、知识信息以及能力发展；二
是指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以及母语文化系
统包含的民族风骨、人文精神。

“主题式单元整体教学”以教材单元为
建构单位，注重单元各文本之间的关联，聚
合单元主题； 围绕主题重组和整合教学内
容，拓展教学空间，架设循序渐进、螺旋式
上升的学习阶梯， 帮助学生建立完善知识
结构体系和方法体系， 最终有效达成课程
总目标。

以苏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为例。 该单元共有 4 篇课文 ，分别是 《去
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 》《装满昆虫的衣
袋 》《变色龙 》《金蝉脱壳 》；习作要求 “认
真观察一种动物 ， 把动物的外形和动作
写下来，可以适当打比方 ，注意段与段之
间的衔接”。 教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学习
呢？ 实际上，单元中的几篇课文提供了很
好的范例：《变色龙 》 中有非常具体的外
形描写，从头到尾、从整体到局部 、从 “粗
粗一看 ”到 “细细端详 ”，运用了列数字 、
打比方、作比较等方法 ，把变色龙的外形
写得活灵活现；《金蝉脱壳 》一文，作者极
为细致地描写了蝉的脱壳过程 ， 选用准
确的动词 ，运用 “先 ”“再 ”“然后 ”“又 ”等
表示连接的词语 ， 将金蝉脱壳的情景写
得神形毕肖。 因此，教师可以将这一单元
的 教 学 主 题 确 定 为 “ 神 奇 的 动 物 世
界———跟着课文学写小动物 ”，将 《变色
龙》和《金蝉脱壳 》确定为精讲课文 ，通过
读写结合 ， 进行外形和动作描写的单项
训练 ；此外 ，教师还可以引入 《昆虫记 》，
让学生进行片段阅读 ， 并指导学生阅读
整本书。 在此基础上的习作训练，会让学
生兴趣大增、收获更多。

与此类似，学校可以将五年级上册中
第三单元的教学主题确定为“听懂言外之
意———做一个聪明的听众和读者”， 将第
四单元的教学主题确定为 “情感的力
量———读出情感、写出情感”，将第五单元
的主题确定为“祖国山河美———跟着课文
学写景物”，等等。 以上教学主题，分别指
向年段目标中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具
体要求。

确定基本板块

“主题式单元整体教学”呈现板块式教
学结构， 板块之间既相对独立， 又层层推
进、 相互融合， 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教学网
络， 使知识技能、 学科素养的训练空间分
明、目标明确、层次清晰、利于检测。

一般情况下 ， 每个单元的教学包括
10—12 课时，分为 5 个板块：

第一板块，自主学习。学生的学习不是
零起点，高效的课堂立足于学生的发展，教
师的教学必须尊重和引导学生的自主学
习。 自主学习板块是学生在预习和思考基
础上的交流与互动， 教师一方面从中了解
学情，调整后续教学，另一方面进行提示和
点拨，帮助学生发展并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第二板块：研读探究。这一板块有两个
教学内容：其一，概览本单元课文大意，注
重捕捉信息能力和概括能力的培养；其二，
分解单元目标和教学重点，原则上采用“长
文短教”的方式，分课进行教学。

第三板块：表达运用。教师指导学生完
成单元习作。

第四板块：链接阅读。教师根据单元主
题，引入课外美文，让学生进行阅读、推介、
交流。

第五板块：综合实践。 这部分内容包
括口语交际 、 围绕单元主题的综合性学
习，等等。

建构网状教学

小学生的感知具有模糊性和随意性特
点， 其思维形式往往有零碎化和片断化问
题。 因此，优化教学过程、实行网状教学就
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学习苏教版五年级上册时，在概
览大意环节，学校用第二单元集中练习“分
段和概括段意”，在第四单元学习用段意连
缀法“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第五单元学习
在分段、厘清层次的基础上编写段落提纲。
教学时，通过一篇课文教方法，通过两篇课
文进行练习与巩固。 这样，由扶到放、前后
关联，教师充分利用教材资源，教会学生概
括大意、把握层次的方法，帮助学生打下扎

实的阅读基本功。
再如 《黄山奇松》《黄果树瀑布 》《莫

高窟》这一单元，课文都是描写景物的文
章。 其中，《黄山奇松》运用层层聚焦的方
法，描写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名松 ，然后点
面结合写出黄山松之奇 ；《黄果树瀑布 》
以移步换景的手法 ， 写出游览时的所见
所闻所感；《莫高窟》选取典型景物 ，运用
并列式结构，展现了莫高窟的宏伟瑰丽 。
3 篇课文组织材料的顺序、具体的写作手
法不尽相同 ， 学生探究与发现的过程充
满了好奇与兴趣 。 教师可以出示以前学
过的课文《庐山的云雾》《泉城》《九寨沟 》
等， 让学生比较这些课文在写法上的相
同与不同之处 。 这些文章将若干关于写
景类散文的知识能力点连缀成片 ， 让学
生印象深刻 。 教师还可以再引入人教版
教材中的 《火烧云 》《观潮 》等 ，作为单元
主题的延伸和拓展 ， 引导学生感知这些
课文独特的文本个性 。 这样 ， 在纳新入
旧、融旧于新的过程中 ，学生的知识体系
将得到进一步更新和完善。

完善认知结构

在“研读探究”板块，学校一般采取整
体框架下的分课教学。 每篇课文都是一个
整体，文本语言的品悟、写作方法的讨论、
思想情感的领悟，都不能离开整体的文本
环境。此外，小学生学习能力有差异，若完
全打破单课界限， 统整全单元文本内容，
可能会导致部分学习能力一般的学生产
生学习困惑。因此，在单元主题引领下，学
校提倡教师进行教学重组 ， 调整教学顺
序，区别精讲略讲，长文短教、聚焦重点 ，
更好地达成单元目标，帮助学生逐步完善
认知结构。

当然，在适宜的条件下，教师也可以打
通不同文本，进行比较教学或迁移教学。总
之， 具体教学方法的选择应从更好地发展
学生的学习能力出发。

丰富言语实践

读是理解和吸纳，写是表达和运用，读
是写的基础和源泉，写是读的应用和延伸。

读和写在语文教学中密不可分， 是相依相
存、 相辅相成的关系，“主题式单元整体教
学”自然非常重视读写结合。

如 “神奇的动物世界———跟着课文学
写小动物”单元中，学校安排了 3 次写作训
练，前两次是在“研读探究”板块：看视频
《折耳猫求饭吃》描写猫的动态；模仿《变色
龙》的写法，描写一个小动物的外形。 第三
次写作训练要求在前两次片段练习的基础
上，回顾《变色龙》一文中以人物语言巧妙
过渡的方式，特别关注段落之间的衔接。因
为将写作训练要求纳入阅读视野， 课文成
为写作的范文， 读写结合训练则细化和强
化了相关的写作要求， 学生完成写作训练
的难度降低了， 学生语言的流畅性、 生动
性，描写的细致性、条理性等方面，基本达
到要求， 在动物活动场面中的细节描写方
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激活发展潜能

课外阅读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 但是
许多时候，学生不知道该读什么 、该怎么
读。 缺乏指导和检查的课外阅读往往是
流于形式的。 单元主题教学的实施，为教
师的课外阅读指导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保
障。 在每一个单元的教学中，教师都会安
排至少一课时的课外阅读指导课 。 阅读
的内容与单元主题相关 ，形式多样 ，可以
是名著导读、读书交流 ，也可以是佳文赏
析，等等。

学生在课内阅读中激发兴趣、 习得方
法、积累经验，在课外阅读中拓展视野、养
成习惯、陶冶情操。阅读指导课成为连接课
内与课外的桥梁， 成为将学生渡入文化长
河的小舟。

无论何种教学方式、教学范式，最有效
的改变是关注学生的“学”。因此，教会学生
学习是课堂教学重要的价值追求，“主题式
单元整体教学” 以其特征鲜明的组织理念
和教学形式， 为这一追求提供了空间和平
台。它从单元整体出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
较大的问题情境， 引导学生通过感知认识
其结构，通过经验建构其关系，从而解决具
体问题，获得学习的经验和能力。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

□奚 洁

挖掘知识背后的思想

特级教师谈教学·林碧珍
数学家陈省身说：“数学简单， 数学使

一切科学变得简单。 ”由此可见，数学学科
本身具有独特的简约之美。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应该删繁就简、返璞归真，追求形式简
约而内蕴丰盈的课堂，建立“无情剔除所有
累赘，保持事物简单化”的教学理念。 简约
并不等同于简单， 外在形式简约的目的是
为了内涵的丰富。

数学思想是数学发生、发展的根本，是
探索数学所依赖的基础， 是数学教学的精
髓。内涵丰富的课堂就是把数学知识、数学
方法、 数学思维、 数学思想融为一体的课
堂。 教师在教学时，应该结合数学知识，适
时、科学地引导学生感悟、体会、运用数学
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创新精神、实
践能力， 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数学的基本思想主要指： 数学抽象思
想、数学推理思想、数学建模思想，等等。由
抽象思想发展出来的思想有：分类、集合、
数形结合、变中有不变、符号化、对应、有限
与无限等。由推理思想发展出来的思想有：

归纳、演绎、转化与化归、联想类比等。由数
学建模思想发展出来的思想有： 函数、方
程、优化、随机等。

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 适合渗透的数
学思想有：分类、集合、数形结合、符号化、
有限与无限、归纳、转化与化归、联想类比、
方程、优化、随机等。 这些数学思想分布在
12 册教材之中，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应透过
数学知识这一明线， 挖掘出隐藏在其背后
的数学思想这一暗线， 让学生在学习数学
知识技能的同时，感悟、体会、运用这些数
学思想，帮助学生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数学思想隐藏在数学知识的背后，只

有深度解读教材， 才能挖掘出知识背后的
数学思想。 对小学数学各册教材进行系统
研读， 可以梳理出不同年级教材中各单元
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 以人教版小
学数学五年级下册数与代数、 空间与图形
两大领域为例，可以渗透的数学思想包括：

“2 和 5 的倍数特征与 3 的倍数特
征”，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应用不完全归纳
法，归纳出各个倍数的特征。

“分数与除法”，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
“动手分一分”的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的
同时，观察除法算式与分数的关系，归纳出
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分数的基本性质”，教师让学生通过

“折一折、比一比”等活动，找出大小相等的
分数， 接着通过观察发现大小相等的分数
分子和分母各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变化
的，最后举例验证发现的规律，归纳分数的
基本性质。

“分数加减混合运算”，学生经历大胆猜
想、举例验证、概括结论等过程，会自觉运用
不完全归纳法和类比的方法，将运算顺序和
运算定律从整数推广到分数数域之中。

“长方体体积的计算公式”，学生可以
通过操作、列表、观察，发现长方体体积与
长、宽、高之间的关系，进而归纳出长方体
体积的计算公式。

教师在解读教材时可以效仿上述方

式， 将教材中适合渗透的数学思想， 分单
元、分章节，条理清晰地罗列出来，为自己
实施“富有数学思想的课堂”做好准备。

怎样扎实有效地在教学中渗透数学
思想呢？ “意识先行”“理念渗透”“方法变
革”“自觉运用”这四大策略可以给教师提
供一些参考。 “意识先行”指在备课、研读
教材时， 要从数学思想的高度解读教材，
挖掘知识背后隐含的数学思想 ；“理念渗
透”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数学思想转
化为具体、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教学
步骤，让学生体会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思维
方式；“方法变革”要求教师不能简单地教
会学生一道题、一个概念 ，而是要让学生
通过独立思考、合作交流 、反思回顾等方
式，既能获得数学的知识技能 ，又能逐步
感悟到数学思想；“自觉运用”指教师要努
力在不同学段、不同领域的教学中 ，螺旋
式渗透数学思想， 让学生在不断感悟、体
会的基础上，自觉地运用所获得的数学思
想解决实际问题。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市乌山小学）

江苏省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语文学科的“长文短教”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学
习收获，力求让学生获得能力提升和视野延展。 在此基础上，学校尝试推行“主题式单
元整体教学”模式，从单元整体出发，为学生营造一个较大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
感知认识其结构，通过经验建构其关系，从而解决具体问题，获得学习的经验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