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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背景下,单元教学设计是摆脱当前碎片化教学局限性的有效途径,更被视为撬

动课堂转型的支点.为促进单元教学设计融入中学物理教学实践,对近十年来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从单

元的内涵、单元设计模式和策略、单元内容的建构、单元目标的确定、单元学习过程的设计5个维度出发进行分析,

希冀为教师进行单元设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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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课程改革的推进,课程教育的目标逐

渐从知识技能的养成转变为核心素养的培育.而核

心素养的培养需要较大的主题、项目或任务才有可

能承载[1],以往聚焦碎片化知识点的课堂教学难以

与核心素养建立关联.因此课堂教学中需要教师从

更上位的角度统摄教学内容.在此背景下,“核心素

养 — 课程标准(学科素养/跨学科素养)— 单元设

计—课时计划”成为课程发展与教学实践中环环相

扣的链环[2].然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我国课

堂教学普遍存在聚焦碎片化知识点的课时主义现

象,导致课堂教学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

境,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针对这一现状,国内研究者从单元的内涵、单元

设计模式和策略、单元内容的建构、单元目标的确

定、单元学习过程的设计等方面出发,对物理单元教

学设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 单元的内涵

什么是单元? 单元的内涵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

是进行单元设计前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钟启泉在

2015-2016年发表的系列文章中对单元进行了界

定[3,4]:“单元”是基于一定的目标与主题所构成的

教材与经验的模块.张玉峰(2020)指出单元是教材

单元与经验单元的整合[5],具体单元的大小(由多少

节课组成)需要综合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教学内

容的特点.而郭允漷 (2019)、许帮正(2019)等学者

则从单元的性质出发对单元进行界定,认为单元是

一个有结构的学习单位和课程单位,指出单元是一

个围绕着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的“完整”的学习

事件,有效的单元应将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方

法、学习评价等要素规范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有结构

的整体[6,7].

从国内研究者对单元的界定可看出,单元教学

设计中的单元与传统教材中的“单元”和“章”并不

等同.单元不再是基于教材编排结构组成的教学内

容,而是综合教学内容分析和学情分析的学习单位.

单元设计对学生学习的关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

课程理念的体现.

2 单元设计的模式及策略

2.1 单元设计的模式

明确了单元的内涵之后,需要教师思考如何对

单元进行整体有序的规划.国内研究者纷纷开始关

注国际科学教育界相关的单元设计模式.当前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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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教育技术学的思路,由

“三设问”:到哪里去? 如何实现目标? 怎样才算实

现了目标? 进而引出单元设计的“三重心”:目标的

设计、教学的设计和评价的设计[2].二是建构主义学

习的思路,强调“学习”的设计而不是教师“讲授”的

内容[8].从这两种思路出发,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单

元设计模式.

(1)“ADDIE”模式

如图1所示,“ADDIE”模式的主要步骤为:

① 分析学习者特征和教学内容等要素,阐明单

元教学目标;

② 设计学习方式、教学策略及活动等形成单元

计划;

③ 开发教材及教学资源,构建学习环境;

④ 根据设计方案实施教学实践;

⑤ 对教学实践进行反馈.

图1 “ADDIE模型”结构示意图

(2)“UbD”模式

“UbD”(UnderstandingbyDesign)模式主要

由3个阶段构成,如图2所示.与传统教学设计相

比,该模式从终点 ——— 想要的结果出发,强调以清

晰的学习目标为起点,并将评价置于教学活动设计

之前,指向促进目标的达成.

图2 “UbD”模式设计流程图

(3)科学 — 写作启发模式

在国际教育领域,科学 — 写作启发式教学是教

师培训的重要内容[9],主要由3个与大概念息息相关

的阶段组成:单元设计阶段、论证阶段、写作总结阶

段.在单元设计阶段,教师需要围绕单元的相关概念

从图3所示的3个步骤出发对单元进行整体规划.

图3 科学 — 写作启发模式单元设计步骤

(4)PBL项目式学习模式

项目式学习(Project basedlearning)的基本

流程为“主题 — 探究 — 表达”.该模式从学生的已

有经验出发,围绕特色项目任务的开展或项目产品

的制作,使学生在具体的情景和活动中通过自己或

合作来解决切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完成项目的过

程中提升自主学习及问题解决能力[10].当前国内主

要针对初中物理开展项目式单元的实践,具体案例

有“光现象”和浮力[10,11].

2.2 单元设计策略

除了引进国际科学教育领域成熟的单元设计模

式,国内研究者还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出单元设计的

相关策略.姚建明(2018)提出以“学科+”形式进行

单元设计的策略[12],即在单元设计中增加综合实践

活动、研究性学习等模块,以丰富物理教学内涵;冯

爽(2020)提出通过融入、裁剪物理学史进行单元教

学设计的策略,引导学生在真实的研究背景下经历

提出概念、实验探究等一系列过程,真正懂得概念建

立的背景、典型的思维方式[13];张玉峰(2020)从帮

助学生形成结构化知识体系的视角出发,提出以大

概念、大思路、大情境和大问题统领物理单元教学设

计的策略,以系统规划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

发展蓝图[5].

3 单元内容的建构

单元设计的模式与策略主要是从总体上把握单

元的设计路径,对于如何进行具体的单元设计实践,

国内学者也有了一定的研究.首先,如何划分和确定

一个单元是单元设计的首要任务也是关键的技术.当

前学者对单元内容构建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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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学科知识体系构建单元

这种单元建构的方式主要是聚焦教材章节知识

的内在逻辑关系,将教材中的单独一章或几章构成

一个较为完整的学习主题[14],目的在于使学生形成

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

(2)依据大概念/大观念构建单元

在国际科学教育领域,哈伦(Harlen.W)等人

提出的大概念对科学教育界有较大的影响.大概念

(bigideas)也被译作核心概念、大观念、核心观念

等,是指能够反映学科本质,居于学科中心地位,具

有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原理、思想和方法[15].近

几年国内学者纷纷将围绕大概念构建单元的思想引

入物理教育,成为单元设计的发展趋势.

(3)以项目为主线进行单元的建构

这种单元建构的方式围绕特定项目的开展,将

学生完成这一项目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内容进行有机

的串联.任晔(2019)以“设计和制作一个模拟的调

光灯”为项目,将 “电阻”“变阻器”“欧姆定律及其应

用”建构为一个单元[16].通过具体项目来统整单元

内容有利于学生在解决切身问题的基础上自主建构

知识,凸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综合当前单元建构的几种方式,以教材知识结

构为中心的单元主要是从学科自身的逻辑结构出

发,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学习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容易

出现知识的被动接受;以大概念为中心建构教学单

元有利于揭示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形成

结构化的知识体系;而以项目为主线建构单元能够

促进学生在需要解决切身问题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自

身知识体系;因而围绕大概念或大项目建构单元逐

渐成为单元设计的发展趋势.

4 单元目标的确定

构建了单元的具体学习内容后,应思考学生学

习所确定的单元内容后应该达到什么目标,也即单

元目标的确定.当前国内单元目标的来源可大致分

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两种.直接来源指的是《课程

标准》中的相关条目,现有单元教学案例大多从核

心素养的相关要求出发设计单元目标,例如以形成

物理观念为目标的单元设计案例“机械能守恒定

律”[17],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为目标的初中单元设

计案例“光单元”等[18].

此外,教材内容分析、学情分析和教师教学经验

等也是确定单元教学目标的重要参考,是单元目标

的主要间接来源.在单元设计实践时,学者大多综合

各个维度确定单元学习目标,当前被广泛采纳的单

元目标的设计流程如图4所示[19].

图4 单元学习目标设计流程图

5 单元学习过程的设计

单元目标的实际落地需要依托相应的学习活

动,因此单元学习过程的开发与设计也是单元设计

的研究重点.当前国内针对单元学习过程应如何进

行设计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

(1)基于学习进阶理论的单元学习过程设计

丁焕平等人(2020)基于单元目标划分学习过

程进阶层级,在各层级中安排学习内容、设置问题情

境并设计学习方式[20].张玉峰(2020)基于学习进阶

理论[21],建构单元学习过程的具体操作步骤,如图5

所示.

图5 基于学习进阶的单元学习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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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项目学习或问题解决的单元学习过程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学习的本质是借助学习情境

的帮助,实现学生对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基于项目

学习或问题解决设计单元学习的过程能促进学生在

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自主探索与建构知识、提升能力,

因而围绕项目学习或问题解决是设计单元学习过程

的有效思路.围绕特定项目设计学习过程,能使学生

通过每一节课的学习解决项目中相应的一个小问

题,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并提升

关键能力.例如,吉临荣(2019)通过3个项目活动出

发对初中“初识家用电器和电路”单元进行了较为

系统的设计[22].

总的来看,基于学习进阶的单元学习过程设计

从学生视角出发规划了单元学习的具体层级,有利

于教师依据单元层级假设进一步分解相关任务,并

在课时教学中通过具体内容逐步实现单元目标.基

于项目式学习或问题解决的单元学习过程设计能激

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任务导向下从局部突破走

向问题的整体解决,这两种设计思路虽有不同的侧

重点但均强调了学生的认知过程.

6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研究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可发现国

内学者对物理单元教学设计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但是当前物理单元设计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

有以下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1)构建本土化的单元设计模式体系,提供单

元设计各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推进单元设计在实

际物理教学中落地.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单元设计的

模式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模式的直接引入,且在引入

过程中一些相关术语尚未统一,如大概念、大观念、

核心概念、核心观念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提出的

相关设计策略也未形成相应的可操作性框架,结合

我国教学实际情况的单元设计模式有待继续深入探

索.例如,在围绕大概念和围绕项目建构单元的研究

中,尚未明确回答以下问题:如何分析和挖掘出具体

单元的大概念? 如何确定恰当的单元核心任务或单

元项目? 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深入探讨单元设计

的具体操作方法有利于单元设计理念在实际教学中

更好地落地.

(2)致力于单元设计工具的开发与研究,加强

单元设计的统整性.

单元的整合性需要相关技术的支撑,部分学者

开始关注单元设计与教学媒体相结合的研究,当前

研究大多集中于几何画板、思维导图等工具在单元

设计上的应用[23~25].但在单元设计的具体操作层面

缺乏相应工具的研发,特别是在单元评价层面,如何

评价单元学习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单元目标?

如何开发统整性的单元评价任务? 已有研究尚不能

回答以上问题,需要在今后加强对单元设计工具的

研发工作,以确保单元设计的统整性.

(3)拓宽单元设计的视野,全面落实育人目标.

当前国内对物理单元设计的研究主要聚焦本学

科领域,对物理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研究较为缺乏.突

破学科界限的整合式单元设计可以促进学生获得可

迁移的科学概念与深刻的理解力,全面提升科学素

养.学科融合视域下的单元设计也将是未来物理单

元设计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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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Zexuan ZhangJunpeng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tions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dong,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Inthecontextofcoreliteracyorientededucation,unitdesignisnotonlyaneffectivewaytogetridof

thelimitationsofcurrentfragmentedteaching,butalsoregardedasthefulcrumofclassroomtransformation.In

ordertopromotetheintegrationofunitdesigninto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practice,thispapercombsand

summarizestherelevantresearchliteratureinrecenttenyears,and makesanin-depthanalysisfromthefive

dimensionsof unitconnotation,unitdesign mode and strategy,unitcontentconstruction,unit goal

determinationandunitlearningprocessdesign,hopingtoprovidesomereferenceforteachers'unitdesignpractice.

Key words: middleschoolphysics;unitteaching design;unitdesign mode;unitobjectives;unit

learn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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