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核心素养视域下，单元成为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

基本单位。[1]围绕“大观念”进行单元教学设计，能让教

师从课时教学中跳出来，提升教学设计的站位；能够为

学生获取新知提供组织架构，为将来更高层次的学习

提供理解基础。[2]那么，如何在大观念指引下设计有效

的学习任务，并通过学习任务的实施形成对大观念的研

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仅以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

领域中“图形认识”板块的教学为例，具体阐述如何在

大观念统领下进行单元学习任务的开发。

一、明确大观念的基本含义

大观念（Big Idea）也称“大概念”，当前学界对于

大观念的各种表述均体现了“指向学科本质”“彰显学

科价值”“概括学科结构”“提供思维模型”“具有广泛

迁移性”等特征。[3]具体而言，学科大观念并非指学科中

某一具体的概念或定理、法则等，而是“指向这些具体

知识背后的更为本质、更为核心的概念或思想”。[4] 

    注释：
    ①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一般课题“运用大观念发展儿童数学关键能力的实践探索” （课题编

号：CDDB202014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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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观念进行单元教学设计，可以提升教师教学设计站位，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以小学数学“图形与几

何”领域中“图形认识”板块的教学为例，梳理大观念统领下开发学习任务的基本逻辑，具体阐述构建单元学习任

务的流程。包括根据大观念确定单元具体观念，制定预期目标，形成关键问题或子问题，确定系列单元学习任务；

把握活动目标、活动情境、核心问题、学习材料等要素，设计具体可操作的学习任务。此外还要在课堂教学中保证

学生高水平的认知参与，由此促进学生对重要知识和思想方法的理解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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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数学学科，数学大观念作为数学素养和数学

知识的桥梁，是内容、过程和价值的融合。[5]以“图形认

识”的五条大观念为例（见图1），它们在内容、过程及价

值三个维度系统回答了“学什么、怎么学、为什么学”。

其中大观念1表明“学什么”，属于内容大观念；大观念

2、3、4涉及“怎么学”，属于过程大观念；大观念5关乎

“为什么学”，属于价值大观念。

这五条大观念要从教师的教学设计转化为学生的

实际所得，需要开发一系列能激发学生深度思考的学习

任务。

价值的大观念

1.�从现实空间中抽象出各种图形，认识图形要素并研
究要素之间、图形与图形之间的关系。

2. 分类、分析和表示是认识图形的三个主要工具。
3.�图形变换既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又提供了动态研

究图形的角度。
4. 图形还能够借助它们所处的位置来描述。

5.�认识图形发展了学生的直观想象和推理能力，并且
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知识、思维方法和图形直观。

内容的大观念

过程的大观念

图1：“图形认识”的大观念

善理论体系，落实操作方法，为实现新教育的愿景而继

续努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未来仍有

许多新的挑战等待着我们，在全国教育大会提出的推

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原则引领下，新教

育实验将继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模式。我们坚

信，只要上路就会遇到庆典，新教育定会继续向着明

亮的那方前行。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需要我们继续

努力。

（编辑　杨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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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完整的单元教学设计体系 

大观念是单元学习任务开发的基石，对学习任务

设计起着引领拉动的作用，反过来，学习任务的实施又

支撑推动着大观念的形成与完善（见图2）。从大观念出

发，到确立“单元具体观念”以及相应的“预期目标”，再

到确立单元“关键问题”以及分解出若干子问题等多个

环节，最终形成以关键问题或子问题为驱动的具体学习

任务系列，这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在逻辑上紧密联

系，构成一个完善的单元教学设计体系。

1. 单元具体观念：实现对单元教学的引领

单元具体观念，是大观念在单元教学内容中的具

体表现，是单元教学的核心内容、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思

想方法以及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能够实现对单元教学

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与大观念在三个维度上有对应，而

且单元与单元之间针对大观念的形成，也体现了学习进

阶与迁移应用。例如：“图形认识”中《认识图形（一）》

《长方体和正方体》《圆柱与圆锥》三个认识立体图形

单元的单元具体观念，无论从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法

上，都体现了“图形认识”大观念的学习进阶。

支撑推动

引领拉动

预期目标

大观念 单元具体观念 关键问题 学习任务

关键问题的子问题

图2：大观念统领下单元学习任务开发的整体逻辑关系

2. 预期目标：单元具体观念的外在表现

预期目标指向学生的学习结果，是单元具体观念的

外在表现。借助这些外在表现，一方面学生头脑中所形

成的单元具体观念变得可视，易于教师在单元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情况的把握。另一方面，在学生经历了单元学

习之后，评价学生是否形成了单元具体观念，或者评价

学生对单元具体观念的理解和感悟达到了何种程度时，

预期目标又可以作为重要的标准和依据。因此，确立单

元具体观念的同时即要确定预期目标，二者共同作为提

出关键问题的依据。

整体把握下的预期目标，一般以不同的行为动词进

行层级划分，可大致分为四个层级：知道（know）、做到

（do）、意识到（being）[6]和迁移到（transfer），其中知

道（know）和做到（do）面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意

识到”更侧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层面，而“迁移到”体现

了大观念的核心，能支撑学生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学

生在四个层级上的预期目标，应该是在大观念及单元具

体观念的统领下逐步深入的。

需要说明的是，预期目标可以是结果性的，即学生

经历学习任务之后具有的；也可以是过程性的，即学生

在学习任务探究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3. 关键问题：引领学生指向单元具体观念的深度

思考

关键问题是指向单元具体观念的。确立关键问题，

可以引导学生开展深度思考和合作交流，是“达到理解

意义和自主迁移目标的关键”。[7]以《长方体和正方体》

单元为例，单元具体观念是认识图形要素和研究图形要

素之间的关系，那么关键问题就要指向这些方面（见图

3）。如关键问题1“如何得到一个长方体”，直指单元具

体观念1，甚至可以说是指向整个立体图形认识的，因为

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之间的转化是认识立体图形的必

由之路。同时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深度思考、理解并感

悟关键问题的结果通常指向前两则单元具体观念，但过

程则指向单元具体观念3，是意义和价值层面的对应。

此外，在不同单元的关键问题之间，也要体现学生思维

上的进阶。

单元具体观念 关键问题

1.�可以通过展开与折叠、视图与
还原、切割与堆积等实现长（正）
方体三维与二维之间的转化。

2.�二维和三维关系可以帮助我们
获得长、正方体的特征，获得其
表面积和体积的猜想。

3.�在上述过程中，发展空间观念
和推理能力。

1.�如何得到一个长方体（搭、围、折、
堆）?你对长方体有什么发现？

2.�通过对长方体的展开、视图可以得
到哪些平面图形?有什么新发现？

3.�类比长方体的认识，对于正方体的
特征你有什么猜想？如何验证？

4.�对比长、正方体的特征，你发现它
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5.�观察长方体长、宽、高的变化，你
对它的大小有了哪些猜想？

图3：《长方体和正方体》单元具体观念与关键问题的对应

4. 学习任务：在关键问题或子问题引领下开发

学习任务的设计会影响学生学习的质量，它不仅决

定学生学习了什么，还决定他们怎么思考、发展、理解和

运用数学。数学的学习任务是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某

一与数学内容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或一个复杂问题上的

数学活动。[8]因此，由单元具体观念衍生出的关键问题

是学习任务的核心，是学生理解、感悟并形成单元具体

观念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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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问题的引领下，单元学习任务的开发有了抓

手。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操作呢？

首先，以关键问题直接开发学习任务。例如：在《圆柱

与圆锥》单元中，涉及3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得到圆柱

的？所用图形与圆柱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类比制作圆

柱的过程，你想怎样制作圆锥部分？遇到了什么困难？

是怎样解决的？”“你对圆柱、圆锥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有哪些猜想？你是怎样想到的？准备如何验证？”根据

上述3个关键问题，可以分别设计“制作圆柱”“制作圆

锥”“猜想圆柱和圆锥的关系”3个学习任务，呈现了关

键问题与学习任务的一一对应。

其次，以关键问题分解的子问题开发学习任务。当

关键问题过大时，需要将关键问题分解成几个子问

题，并以子问题为核心设计系列学习任务，由此达成对

关键问题的深入理解。例如：《长方体和正方体》单元

的关键问题“如何得到一个长方体”，需要让学生经历

搭、围、折、堆等多种操作活动，每一种操作就是以相

应的子问题为核心确定了一个学习任务。如针对子问

题“什么样的图形可以折成长方体”，可以设计“观察

这些连在一起的长方形，想一想哪个能折成长方体”

的学习任务。

三、设计具体可操作的学习任务

在单元系列任务确定之后，就可以进入一个完整

的学习任务设计中。有研究表明，使用一系列情境化的

高水平任务，能够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交流，帮助学生

更深入地进行数学理解。高水平学习任务的基本特征

是：情境性、探究性、表征性。[9]依据此特征，本研究构

建了学习任务应有的要素，包括活动目标、活动情境、

核心问题、学习材料、学习单、活动形式和活动时间等。

下面以“搭长方体”的学习任务为例进行各要素说明

（见图4）。 

1. 活动目标：体现内容、过程、价值大观念的融合

活动目标阐述了学生进行该学习任务探究后的结

果预期，它与单元具体观念中的内容大观念、过程大观

念与价值大观念相呼应。

根据《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单元具体观念，“搭长方

体”的活动目标设定为：在搭建长方体框架的过程中，认

识长方体各要素的特征（棱与顶点）以及要素之间的关

系，发展推理能力。其中，内容大观念在这个活动目标中

体现为认识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指向核心知识；过

程大观念则体现在动手做长方体，指向“表示”；而价值

大观念是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这样的表述，实现了核

心内容、过程方法以及教育价值的统一。

2. 活动情境：提供问题解决和意义建构的机会

活动情境是高水平任务的特征之一，真实的、有趣

的、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情境能使学生把数学和生活联

系起来，促进数学任务的完成。当然，这里的情境也可

以是纯数学情境。无论情境的类型如何，最终都是为学

生提供推理、意义建构和问题解决的机会。[10]

在“搭长方体”的学习任务中，教师给出了一组生

活中的长方体实物图，有纸箱、铁丝围的框架、组装的

凳子、叠放的书。情境图的出现，首先让学生感受到生活

中长方体的物品很多，激发了学生的兴趣。然后在观察

这些长方体时，又让学生感受到长方体可以用面围、用

小棒搭，也可以由面堆积起来，让后续围、搭、堆长方体

的活动有了实际出处。

学习任务1：搭长方体

活动目标 ：在搭建长方体框架的过程中，认识长方体各要素的特征（棱与
顶点）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展推理能力。

具体情境 ：生活中的长方体如下—

追问：如果用小棒搭，需要什么材料可以搭成？
核心问题 ：
（1）制作一个长方体框架，选择哪些材料可以搭成？
（2）在制作长方体的过程中，你有什么新发现？
学习材料：信封袋中装有长（15cm）、中（11cm）、短（8cm）小棒若干，连接

器若干

学习活动记录单1

活动要求 ：
1.制作一个长方体框架，和小组成员讨论选择哪些小棒可以搭成。

长小棒（15厘米） 中小棒（11厘米） 短小棒（8厘米） 连接器

数量

活动形式：独立思考，小组讨论
活动时间：4分钟

学习活动记录单2

活动要求 ：
1.按记录单领材料后，小组合作，边搭边想，搭长方体框架中有什么发

现？
2.把发现接着记录在学习单2上。

我们的发现：

活动形式：小组合作，全班交流
活动时间：25分钟

图 4：《长方体和正方体》单元搭长方体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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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问题：指引学生深度思考的方向

在活动情境的基础上，设计能激发学生深度思考

的核心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关乎学习任务的认知水

平，直接影响学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思维含量，指引

活动的思考方向。核心问题由关键问题或者关键问题的

子问题衍生而来，是关键问题或其子问题内嵌于情境中

的另一种表达。形象地说，核心问题就像是给关键问题

或子问题穿上了情境的外衣。

如制作长方体包括选材料和做长方体两个过程，因

此涉及两个关键问题：“如何得到一个长方体？”指向

做长方体之前的思考；“在做的过程中，你对长方体有什

么发现？”指向做成长方体之后的反思。两个关键问题

的核心引领学生关注长方体的要素及要素间的关系。在

有了“搭”长方体的情境后，核心问题锁住了关键问题

的“魂”；套上了搭长方体情境的外衣后，摇身一变成了

“选择哪些小棒就能搭成长方体？”“在搭长方体的过

程中，你有什么新发现？”等问题。正是这些把学生思维

引向要素之间关系的问题，支持了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

思考，促进学生的深入学习。

4. 学习材料：为学生提供执行任务的脚手架

学习材料是提供给学生的学具或学习单，旨在让

学生的动手操作有物可用，思维过程有输出的载体。在

“搭长方体”学习任务中，在材料支持方面，提供了长度

不同的小棒和连接器，学生根据头脑中长方体的表象进

行自主选择，为自主探究提供了保障。学习单作为学生

执行任务的脚手架，包含活动要求、活动记录单以及活

动时间的提示。

其中，活动要求是给学生的活动过程提示，明确指

出每一步的所做与所想，提示学生边操作边思考。比如：

在选择搭长方体材料的活动要求里，提示学生“选择哪

些小棒就可以搭成长方体”，有助于学生对长方体要素之

间关系的关注，能够避免学生动手操作的盲目性，让活

动的认知努力高于操作努力。在此基础上，记录单上的

空白部分成了学生思考结果的呈现载体，直接为后续课

堂的深入交流提供了有形的支架。在学习单上，也明确

提示了学生执行该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活动有充分的

时间，也能促使学生形成珍惜时间执行任务的意识。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每个学习任务完成的过程都

应包括独立思考、小组合作、集体汇报三种形式，务必

保证学生有充分的独立思考时间，为小组合作和集体交

流的有效性奠定基础。活动时间的长短要依据任务的

复杂程度或者所需的思维水平而定，可长可短，需要经

过课堂实践检验。

大观念统领下的学习任务开发，力图促进学生对重

要知识和思想方法的理解和迁移。若要实现这一目标，

还需要在课堂教学中保证学生高水平的认知参与。美国

“QUASAR”计划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学任务认知水平

在不同的阶段会发生改变。大多数教师能够成功地设计

高水平的数学任务，但是在高水平任务进入课堂环境的

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高水平任务能随着学生的实际参

与保持原状。 [11]也就是说，有大量的高水平任务在实际

课堂上被降低了思维含量。这启发我们，在单元学习任

务的课堂实践中，一定要清楚高认知水平教学任务的影

响因素，如课堂氛围、教师的教法、学生的态度等。只有

针对性且有效地实施高认知水平的教学任务，才能真正

落实大观念统领下单元学习任务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形

成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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