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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聚焦学科核心概念的教学,建构单元概念框架,整合浙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3节“水的浮力”知

识为一个教学单位,通过单元内容分析、单元目标预设、单元教学设计、单元评价等环节,让学生站在高级思维层面

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学科理解,落实“教 学 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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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课程专家艾里克森认为,核心概念是指居

于学科中心,具有超越课堂之外的持久价值和迁移

价值的关键性概念、原理和方法.我国学者认为:核

心概念又称大概念(bigideas/centralidas),是指反

映学科本质,具有高度概括性、统摄性、广泛理解力

和应用迁移价值的思想和观念.《义务教育科学课程

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指出:遵循

“少而精”原则,聚焦学科核心概念,精选与每个核

心概念相关的学习内容,设计相应的系列学习活

动[1].聚焦核心概念已经成为落实新课标理念、发展

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核心概念的学习将物理

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责任态度等核心素养有

机地融入到平时学习过程中.

1 聚焦核心概念发展素养需要开展单元教学

传统课时教学有清晰的教学流程,教师对每个

环节的把握可以精确到分钟,能高效地落实知识点,

但是课时教学时间短,会使知识点碎片化,仅将教学

中心落在知识与技能维度上.而学科核心概念的建

构需要学生深度体验,需要学生在真实复杂情境中

通过学习任务逐渐理解核心概念,显然课时教学不

能承担形成学科核心概念所必须的持久、深入的探

究过程.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在课程实施

板块建议:深化教学改革,探索大单元教学,促进学

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

进知识结构化.本研究中的单元教学以发展学科核

心素养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依据学科课程标准,

聚焦学科核心概念,围绕某一主题或活动(概念、任

务、项目),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思考,注重知识的内

在关联,学习任务层层递进,最终实现对学科核心概

念可迁移及深层次理解.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

为核心素养的落实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促进学生

的学习向搭建学科知识结构转变.

2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设计流程

《新课标》提出了13个学科核心概念,如“物质

的运动与相互作用”就是学科核心概念,是单元核

心概念的上位概念,单元核心概念是依据课标、教

材、学情提出来的统领单元教学的观念.“水的浮力”

单元核心概念为:物体在一定条件下能改变或保持

沉浮状态.文献[2]提出以大概念为核心展开整合

性教学为:确定大概念、活化大概念、外显大概念、建

构大概念、评价大概念.汲取文献[2]的思想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设计流程,具

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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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设计流程

3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实践流程

3.1 整合单元内容 建构宏观单元概念框架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超越知识与技能,涵

盖深度的、可迁移的概念理解,这样的理解是在概念

性层面的思考中形成的.首先需要结合《新课标》挖

掘核心概念的内涵,梳理学科核心概念、二级概念、

基本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教材中不同章节、不同概

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核心概念整合单元知识,建立

概念知识层级关系,强化知识结构.“水的浮力”选

自浙教版义务教育《科学》八年级上册,教师在建构

“浮力产生原因”“影响浮力大小因素”“阿基米德原

理”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聚焦“物体沉浮条件”这一

单元核心概念,将浮力知识纳入“力是改变物体运动

状态的原因”知识体系,并上升到“物质的运动与相互

作用”这一学科核心概念.同时本单元以“力与运功关

系”等内容为基础,又是学习“能的形式、转移与转化”

的基础,本单元宏观概念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单元概念框架

  物质是运动的,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力

可以改变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状态,物质的运动必然

伴随能量的转移与转化.经过本单元学习,探究浮力

与物体运动状态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形成“物质

与能量”“稳定与变化”等跨学科概念.

3.2 设计目标评价体系 使核心概念具象化

通过1~7年级学习,学生能认识到力可以改

变物体的宏观运动状态,也能说出许多浮力在生活

中的应用案例,但是学生对浮力产生原因、影响浮力

大小因素以及浮力计算的理解需要进阶设计[3],通

过学习使抽象的相互作用的概念在实际讨论解释中

逐渐具象化.
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在未来复杂真实情境

中成功解决问题,因此教学关注情境创设,实现知识

的背景关联.本单元教学情境:2024年2月27纪录

片《江海遗珍·长江口二号》开始在东方卫视“新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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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段播出.2015年在长江崇明横沙海域发现“长

江口二号”木制古沉船,经过多次勘察,古船埋藏于

5.5m深的淤泥中,船上有大量文物.2022年11月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水,这是中国水下考

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跟随专

家的脚步一起了解这个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

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
结合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将学科核心概念转化

为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要求清晰的描述,在事

实性层面上能“知道”(识别、说出等)什么,概念层

面上能“理解”(解释、计算、分析等)什么,素养层面

能“做”(推理、预测、建模、设计等)什么.评价前置

有利于保证目标落实,这样评价证据既能反映学生

对概念的理解掌握情况,又能指导教学调整,本单元

教学目标与评价任务如图3所示.

图3 学科核心概念视角下的教学目标与评价任务

3.3 细化课时任务情境 落实核心概念

将本单元核心概念“物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

变或维持沉浮状态”转化为核心任务:如何利用所

学帮助考古人员打捞沉船、运输沉船.再围绕学科知

识将核心任务分解为任务链:勘察沉船-打捞沉船

-运输沉船-卸载沉船,关注任务的梯度,实现知识

的逻辑关联,通过完成任务使学生在新知识建构的

情境下实现概念理解的进阶.本单元教学流程如图

4所示.

3.4 设计过程性评价 评价核心概念落实情况

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理解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因此需要一个持续、连贯的教学与评价过程,

在单元教学中既要有过程性评价又要有终结性评

价,评价贯穿整个单元教学,渗透在教学中的各个

环节中,评价任务与教学活动有机结合,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评价结果,并马上反

馈到自己 的 学 习 中,通 过 反 思 形 成 更 好 的 学 习

方法.
例如终结性评价,用没有开封饮料模拟船舶,图

5(a)模拟轮船正常漂浮状态,图5(b)易拉罐陷入水

桶底部泥沙中,模拟沉船状态.易拉罐上系一根红绳

模拟打捞绳索.课堂教师模拟沉船打捞情境,并用传

感器记录沉船离开淤泥前后、在水中匀速上升、离开

水面前后拉力变化,学生解释拉力变化原因.测得拉

力变化曲线如图6所示.
再如过程性评价,学生建构模型绘制沉船打捞

过程中拉力变化曲线,请分析选择打捞船规格吨位

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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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元教学流程

图5 模拟沉船打捞 图6 模拟沉船打捞拉力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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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中的终结性评价考查学生读图技能与

学科知识.过程性评价考查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

知识技能解决问题,选择打捞船要考虑打捞重量、沉

船出水后浮力减小等因素.过程性评价时对问题进

行推理、论证、解决更有利于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素

养的落实.

4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实践价值

4.1 有利于培养学生高通路迁移能力

要培养支撑学生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

键能力,需要学生将学到的知识迁移到陌生复杂情

境中解决问题.迁移能力分为两种,当新任务与原

任务相似时,称为“低通路迁移”;新任务与原任务

不相似时,称为“高通路迁移”.高通路迁移机制为

“具体 → 抽象 → 具体”,即从许多具体案例中抽提

出原理,然后用这个原理指导下一个任务.本单元教

学中学生们建构的液体中物体沉浮模型,可以迁移

到气体系统中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与高通路迁移机

制相符.

4.2 有利于学生建构知识网络

核心概念能成为认知结构中重要的关联点,

经过训练学生学会像专家一样,围绕核心概念不

断吸纳、组织信息,在核心概念的引领下思考.在4
个课时教学中,学生将诸多具体概念、课时概念纳

入学科核心概念知识网络,加深了对概念关系的

深刻理解.

4.3 有利于落实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核心概念反映专家思维方式,而学科核心素养

意味着要学习专家的思维方式.核心概念引领的单

元教学将目标具体化,构建“课程 → 单元 → 单课”

的下沉渠道,从而真正将素养目标落实到每一节课.
核心概念引领的单元教学不局限于教材中的内容单

元,而是围绕素养单元施教,用核心概念做粘合剂,

教师不再是“教教材”上的专家结论,而是“用教材

教”建立专家思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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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nUnitTeachinginMiddleSchool
ScienceGuidedbyCoreConcepts

———Takingthe“BuoyancyofWater”UnitasanExample

QIAOJunli
(HangzhouWenhaiQiyuanMiddleSchool,Hangzhou,Zhejiang 310018)

Abstract:Thispaperfocusedontheteachingofcoreconceptsinthediscipline,constructedunitconcept

frameworks,integratedtheknowledgeof“buoyancyofwater”inthethirdsectionofthefirstunitoftheeighth

gradetextbookofZhejiangEducationPressasateachingunit,throughunitcontentanalysis,unitgoalsetting,

unitteachingdesign,unitevaluationandotherlinks,studentsareallowedtosolvepracticalquestionsatthe

advancedthinkinglevel,enhancesubjectunderstanding,andimplementtheintegratedteachingconceptof

“teachinglearningevaluation”.

Keywords:coreconcepts;unitteaching;thinking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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