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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 基于大观念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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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重提单元整体教学？

教 学 程 序 化

评 价 单 一 化

1.破解单元教学现状

知 识 碎 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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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的核心素养总目标
（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以学生为本的学习活动观
（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

2.落实课程标准要求 六 要 素 整 合 的 课 程 内 容
（主题、语篇、语言、技能、策略、文化）

为什么重提单元整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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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单 元 整 体 教 学 的 内 涵

内容单元   &   学习单元

由显性的、看似独
立的若干个语篇和
活动组成的一个教
学内容集合体。

由完整的“大任务”
驱动,围绕目标、内
容和评价开展的“完
整”的学习事件

忽视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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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推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教师要强化

素养立意，围绕单元主题，充分挖掘育人价

值，确立单元育人目标和教学主线；深入解

读和分析单元内各语篇及相关教学资源，并

结合学生的认知逻辑和生活经验，对单元内

容进行必要的整合或重组，建立单元内各语

篇内容之间及语篇育人功能之间的联系，形

成具有整合性、关联性、发展性的单元育人

蓝图；引导学生基于对各语篇内容的学习和

主题意义的探究，逐步建构和生成围绕单元

主题的深层认知、态度和价值判断，促进其

核心素养综合表现的达成。

关键概念：单元主题统领

               基于学生经验

               整合或重组内容

               整合性、关联性、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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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标：

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

（概念图、思维导图）

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

（课程教学发生的环境）

03 什 么 是 学 科 大 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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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学 科 大 观 念 内 涵 ？

案例1：
在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简称NAEP）中的数学评估
中，有一道针对八年级学生的考题：“每辆公共
汽车能装36名士兵，运送1128名士兵需要多少辆
公共汽车？”要求以书面形式回答。几乎三分之
一学生的答案是“31余12”。
 
案例2：
四月下旬，考试的压力随之而来。一位世界历史
老师估计他将无法讲完教材的全部内容，除非他
平均每天讲40页的内容直到学期末。最后，他决
定删掉拉丁美洲这个小单元，取消几个比较耗时
的活动，如模拟联合国的辩论和表决、针对已学
过的国际时事进行讨论等。为了让学生迎接期终
考试，这位教师采用了快速推进的讲授教学模式。

—— Grant Wiggins, Jay McTighe 2022

知道：专家知识

理解：专家思维



现代汉语字典——

概念：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

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

比如从白雪、白马、白纸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出 ‘白’的

概念。

大概念：核心概念

柯林斯高级英语学习词典——

  An idea is an opinion or belief about what something is like or should be like.

    A concept is an idea or abstract principle.

思维；抽象；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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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何为学科“大概念”呢？这里可先用一个比喻来引申

说明：“可以认为大概念相当于一个车辖，车辖是一种配件，

能够使车轮固定在车轴上。”比喻句里的“车轴”就是学科的

“核心”，“车轮”就是学科知识和技能，所以，学科“大概

念”可理解为指向学科核心内容和教学核心任务、反映学科本

质的、能将学科关键思想和相关内容联系起来的关键的、特殊

的概念。这种关键的、特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一个定

义，它是学科思想和理论的载体，能使以往零碎的、散乱的学

科知识整合起来，对学科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综合考察，学生

可以此为“概念锚点”来深入挖掘学科内核，有效迁移和洞悉

学科知识，真正获得学科核心素养。

03 什么是学科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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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 大概念可以帮助学生将各个知识点联系起来，有

助于在大脑中巩固，具有持久价值，对学生有用。
01

学科核心

大概念是学科核心，他们需要被揭示，是通过深入

探究而得到的来之不易的结果，是各领域专家的思

考和感知问题的方式。

02

大概念不只是一个事实或者模糊的抽象概念，而是

一种概念性的工具，用于强化思维，链接不同的知

识片段，使学生具备应用和迁移的能力。

03 工具联系

03 什么是学科大观念？



”

“

从学科本质看，大观念是深层次的、

有意义的、可迁移的核心观念，指

向学科具体知识背后更为本质的内

容，体现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观

点，反映学科本质和内涵。

从课程内容看，大观念是联结教学

内容的核心概念架构，是学科结构

的骨架和主干部分（顿继安、何彩

霞，2019），帮助学生在不同知识

点间建立合理对接，形成持久留存

的、体系化的核心观念，为迁移应

用奠定基础。

从过程与方法看，大观念是“统摄

教与学过程的原则和方法”（王蔷

等，2020），是教学设计的核心与

基础（李刚 吕立杰，2018），它

指导教师从更上位的视角出发，整

合教学内容，规划教学和评价活动。

03 什么是学科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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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本质视角：体现英语课程应遵

循的原理、原则和理念

·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融

合统一的特点；

·语言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

的载体和思维的工具；

·英语课程应以德育为魂、能力为

重、基础为先、创新为上。

课程实施视角：体现课程实施中应

遵循的原则、理念和方法。

·英语学习活动观是落实学科核心

素养、优化教与学方式、提升教学

效果的有效途径；

·学生基于意义探究获得中外优秀

人文和科学知识，形成跨文化意识、

发展跨文化交流能力、涵养人文和

科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教、学、评一体化是实现英语学

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保障。

03 什么是学科大观念？

课程内容视角：体现英语课程内

容的选取原则、构成要素及各要

素之间的关系。

·英语课程内容由主题语境、语

篇类型、语言知识、文化知识、

语言技能和学习策略六要素构成；

·课程内容是发展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的载体

·课程内容具有结构化、整合化、

情境化的特点。

课程性质、理念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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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蔷等，2020

什么是学科大观念？



”

“

0 4 什么是英语学科大观念？

 ◼ 就英语课程而言，既有宏观层面关于英语课程本质和内涵的大观念，也有相对微观层面关于

语言知识的内涵和教学的大观念。—— 王蔷等，2021

 ◼ 英语学科大观念需要借助学科内以及跨学科的双重视域进行透视，即将其分为指向学科本体

的语言大观念和具有跨学科特点的主题大观念（王蔷等，2022），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补充

英语学科大观念

语言大观念

主题大观念 强调主题及主题意义探究，体现育人价值

聚焦英语的本质、形式、功能，培养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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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概 念 比 较

◼主题为语言学习提供主题范围或主题语境”（教育部，2018）。

◼主题更倾向于话题、议题（李卫东，2021），可以是一个词语，如交通、历史、文

化习俗等；大概念一般是以含有动词的句子的形式出现（Mitchell ct al，2017），是统

摄教学过程的学科概念架构、内容联结与方法（王蔷等，2020）。

◼单元主题是单元教学内容的载体、平台，大概念是串联各个单元的中轴、驱动。

◼单元主题是大观念得以建构和生成的物质基础，

◼单元大观念本质上是在单元层面围绕多个语篇的子主题建构和生成的结构化知识

主题意义是围绕某一主题产生的，往往只适用于某一类话题的场景里，体现了作者或

说话者的价值取向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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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描述

 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是指教师基于

课程标准，围绕特定主题，深入解读、分析、

整合和重组教材等教学资源后，结合学习主

体的需求，搭建起的一个由单元大主题统领、

各语篇子主题相互关联、逻辑清晰的完整教

学单元，使教学能够围绕一个完整的单元主

题设定目标，引导学生通过对不同单一语篇

小观念（主题意义）的学习和提炼并建立关

联，生成基于该单元主题的大观念。

05 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

重要意义

一是从全局视角审视整个单元的学科育人

价值，实现教学目标立体化；

二是在充分考虑各部分内容之间关联的基

础上，统筹安排教学内容，避免教学内容

碎片化；

三是根据主题意义和语言习得的规律有序

设计教学活动，避免过程模式化；

四是从单元整体角度评价教与学的效果，

反思、改进教与学。



大概念与单元主题的区别《课标》指出：“主题为语言学习提供主题范围或主题语境”（教育部，2018）。主题更倾
向于话题、议题（李卫东，2021），可以是一个词语，如交通、历史、文化习俗等；而大概念一般是以含有动词的
句子的形式出现（Mitchell ct al、2017），是统摄教学过程的学科概念架构、内容联结与方法（王蔷等，2020）。

可见，单元主题是单元教学内容的载体、平台，大概念是串联各个单元的中轴、驱动。
主题意义是围绕某一主题产生的，往往只适用于某一类话题的场景里，在单元内部可以很好地联结相同主题的不同
语篇。然而，一旦脱离某个具体的单元，主题意义在单元之间就会呈现出统摄性不强的弱点。此时就需要大概念进

行统筹、重塑不同单元的教学内容，因为抽象的大概念具有一般性以及更广泛的适用性，更有利于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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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 如何基于大观念开展单元整体教学？

03

大观念视
域下单元
整体设计

04

创设真实情景，设

计任务驱动型的学

习活动

01

02
基于目标学情，

构建教-学-评一

体化的学习评价

分析单元内容，提

炼构建大小观念

基于单元主题，设

置单元学习目标











”

“

1. 研读单元内容、提炼构建大小观念

      当教师无法帮助学生建构深层次大观

念，无法引导学生探讨学科的本质问题时，

学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能力迁移与应用

（Wiggins & McTighe，2005）。因此，教

师有必要通过深人研读各语篇内容，围绕

单元主题意义梳理单元内各语篇的核心育

人价值，提炼各语篇的子主题/小观念，并

在小观念之间建立显性关联，共同指向大

观念的建构，形成以大观念为统领的单元

主题内容语篇关联图（倪明辉，2022）。

       主题大观念包含在人与自我、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范畴之中，为学生学习语言

和探究主题意义提供语境，并在学习内容中有

机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使学生在完成

学习后能够基于主题建构并生成新的认知、解

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念

    语言大观念指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

程中感知与体悟的关于语言是如何理解和表达

意义的知识结构、方法策略和学习观念，是辅

助主题大观念建构的重要中介工具和过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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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范畴 单元主题群 子主题内容 英语学科育人切入点

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

做人与做事；

社会服务和人

际沟通

劳动实践，劳动品质

和工匠精神；和谐家

庭和社区生活。

积极的态度面对家务劳动，

明确自己的家庭责任，通过

理解、分担和沟通维护家庭

和谐美满。

1. 研读单元内容、提炼构建大小观念

单元主题分析



语篇 语篇类型 语篇内容 主题意义 核心语言

1. Unit 3 
Section A lb 对话 Peter和妈讨论家务分工

初步感知家务内容和
分工。

1. 描述做家务活动的短语：take out 
the rubbish、sweep the floor等；
2. could礼貌提出要求。

2. Unit 3 
Section A 2a 对话

Peter晚上想和朋友外出
玩耍，征求爸爸的许可。

使用正确的沟通方式，
礼貌地征求许可。

could礼貌地征询许可。

3. Unit 3 
Section A 2d 对话

Tony 的姐姐希望Tony在
妈妈回来之前承担一定
的家务。

感知家务分工，明确
家庭责任。

could礼貌提出要求和征询许可：
could you...could I.. 

4. Unit 3 
Section A 3a 记叙文

Nancy与妈妈因为家务
产生矛盾的故事。

建立家庭责任感，通
过理解、分担和沟通
维护家庭和谐。

1. could礼貌提出要求和征询许可：
could you...could I... 
2. 的辨识和运用。 

5. Unit 3 
Section A 4b 对话

A、B两位同学讨论对家
务活的喜好。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家务，合理分工。

1.could礼貌提出要求和征询许可：
could you..could I... 
2.表达自己喜欢和不喜欢做的家务。

6. Unit 3 
Section B le 对话

Sandy和妈妈准备派对，
合理分工。

家务分工和分担，促
进家庭和谐。

1. 描述派对准备的短语：buy 
drinks and snacks等。
2. could礼貌提出要求和征询许可：
could you...could I... 

7. Unit 3 
Section B 2b 议论文

从家长角度出发，针对
孩子是否应该承担家务
而展开的讨论。

对于做适当的家务持
有积极的态度。

表达对于青少年做家务的观点和理
由：I don’t understand、I think 
/believe...、I agree/disagree...

单
元
内
容
横
向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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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单元的话题为 Chores and permission，属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两大

主题范畴，包含做人与做事、社会服务和人际沟通这两个单元主题群，子主题

的内容包含劳动实践、劳动品质和工匠精神，和谐家庭和社区生活。仔细研读

后发现子主题群包含的劳动和家庭这两个方面，这与本单元的话题不谋而合。

我们倡导青少年主动承担家务劳动，不正是为了明确他们的家庭责任感，从而

促进和谐家庭的建立吗？所以将本单元的主题大观念确定为：承担家务劳动，

践行家庭责任，维护家庭和谐美满。为了更好地实现主题大观念，继续提炼逻

辑关联、层层递进的三个小观念：家庭事务我帮忙、家庭责任我来担、家庭亲

情我维护，有助于对单元主题认识的逐渐深化。

构建主题大观念：



单
元
主
题
内
容
框
架
图

子任务

单元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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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主题大观念：

    语言大观念致力于通过提升学生的语言意识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

发展，是辅助主题大观念建构的重要中介工具和过程载体。通过分析

语篇的语言特点，我们确立了本单元的语言大观念：基于家务的话题，

礼貌地提出请求和征询许可，并能发表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提炼两个

语言小观念，语言小观念1：积累并运用有关家务劳动的词汇，用

coula礼貌地提出请求和征询许可，语言小观念2：以辨论和书信形式，

针对“初中生是否应做家务”的问题，陈述自己的观点，发展议论能

力。语言小观念1侧重输入和积累，语言小观念2侧重输出和表达，共

同促进语言大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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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单元主题，设定单元学习目标

单元和课时教学目标的制订应遵循：

1.整体梳理单元的教学内容是制订单元和课

时教学目标的前提；

2.单元教学目标不是各个课时教学目标的简

单叠加；

3.各个课时教学目标不是分离和割裂的，而

是从不同维度来达成单元教学目标的；

4.单元和课时教学目标的制订要与单元大、

小观念相融合，从核心素养四个层面实现学

科的育人价值；

      基于以上对单元内容的梳理和整合，

单元各个看似散片状的语篇在单元主题的

统领下构成层次分明的单元框架图。对于

复杂的育人目标，单一课时的教学显然是

难以完成的，教师需优化整合相关内容，

合理设置学习目标，安排单元课时。

    课时教学目标应在单元教学目标的基

础上，依据各课时的主题、语篇及教学内

容来制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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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单元主题，设定单元学习目标

    通过对教材的研读，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和认知特

点，制定单元核心目标，根据单元核心目标，确定与之相联

的分课时目标，设计层层递进的活动，确保每个活动的开展

始终指向单元目标的达成。

    单元核心目标：

    基于家务劳动话题，运用所积累的相关词汇，借助could

礼貌地提出请求和征求许可，并发表自己对于“初中生是否

做家务”的观点，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家务劳动，践行家庭

责任，维护家庭和谐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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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设真实情景，设计任务驱动型的学习活动

      《新课标》提出了指向学科核心素养

发展的英语学习活动观，英语学习活动观

的设计应以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为目标，围绕主题语境，基于口头和书面

等多模态形式的语篇，通过学习理解、应

用实践、迁移创新等层层递进的语言、思

维、文化相融合的活动，引导学生加深对

主题意义的理解（教育部，2018）

—— 倪明辉，2022



”

“

What：语篇讲述了Nancy与妈妈因为家务劳动产生矛盾的故事。Nancy拖

着疲惫的身躯放学回家后，妈妈想让她去遛狗，可是她想先看会电视休息

一下。妈妈很生气，她认为自己每天从早到晚都很忙碌，非常疲惫，而 

Nancy从不分担家务。Nancy认为自己每天在学校学习也很辛苦，于是和

妈妈发生了争吵。妈妈很难过，一个星期没有打扫卫生，Nancy发现家里

一团糟，甚至找不到干净的衣服和碗筷她感受到了妈妈对家庭的付出，并

意识到自己应该分担家务，于是将杂乱的房间打扫干净，并向妈妈道歉。

Why：家庭生活及家务劳动是社会、家庭和学生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对学

生生活习惯的养成、社会行为习惯及家庭责任感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家庭生活中，许多学生都有和Nancy类似的经历，通过阅读Nancy的故

事，不仅有利于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更有利于他们探索、讨论家庭亲情

及家庭义务的重要性，对独立承担和帮助父母做适当的家务持有积极的态

度，明白“理解、分担、沟通”在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建立和谐

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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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本文是以主人公 Nancy为第一视角的记叙文。以杂乱无

章的房间配图，激发好奇心，文本内容包含了故事发生的时间、

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结构清晰，脉络明确。虽然

讲述一个发生在家庭生活中的小故事，但是却暗含大道理。通

过品读“tired、angrily、walk away”等词语，可以感受人物情

绪和情感的变化，继而体会到“理解、分担、沟通”在家庭关

系中的重要作用，达到英语学科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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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观图预测和略读、寻读、细读文章，理清Nancy与母亲吵架 

的起因、经过及结果。

2. 基于深度阅读和小组讨论，探究人物的情感和情绪，描述如何

处理家庭矛盾。

3. 想象Nancy的改变，并反思自我行为，完成给妈妈的爱心卡片，

懂得在家庭生活中“理解、分担、良好的沟通”可以建立起爱的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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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目标学情，构建教、学、评一体化的学习评价

    当前的课堂活动往往缺乏评价环节，

尚未达成教、学、评一致性。课堂中的评

价大多以针对知识点的考试或者测验为主，

教师评价占据主导地位。

       新课标提出了教、学、评一体化概念，

倡导教师处理好评价与教和学之间的关系，

推动教、学、评一体化的实施（教育部，

2022）。教、学、评三者本质一致，共同

指向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王蔷、李

亮，2019）。教、学、评一体化有利于引

导教师从教学设计和实施入手，对接核心

素养的教学目标，关注学生如何学，确保

学习在课堂真实发生，促进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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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读单元内容、提炼构建大小观念

      本单元围绕 Custom（不同国家的文化礼仪）展开，讨论不同国家在不同情景下的

文化礼仪，属于人与社会主题语境。整个单元由7各不同的语篇（任务）组成。各个

语篇（任务）的形式、内容和主题意义分析如下：

语篇 语篇类型 语篇内容 主题意义

Section A 1b 对话 不同国家首次见面的礼仪 了解不同国家的习俗，感知文化差异

Section A 2a, 
2b，2d

对话 在异国他乡习俗上犯的错误 入乡随俗，接纳不同习俗，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Section A 3a 阅读 不同国家之间礼仪的对比
尊重不同国家、地域之间的习俗差异，提高跨文

化意识

Section B 1b 对话 不同国家、地区的餐桌礼仪 了解不同国家的习俗，感知文化差异

Section B 2b 阅读 中国、法国的餐桌礼仪之别 入乡随俗，接纳不同习俗，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Section B 
3a-3b

写作 介绍中国的文化（习俗） 尊重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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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足单元主题，设定单元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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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学习活动的推进要体现从知识到能

力再到素养的发展进阶。教师的课堂教学设

计应基于主题情境，针对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围绕大、小观念，精细且有梯度地设计教学

环节和学生活动。学生可以在做中学、用中

学，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应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造语言实践

的机会，鼓励学生通过观察、体验、探究、

展示等方式学习和运用语言（教育部，

2018）。下面以3a阅读为例，展示如何基于

主题（大观念），通过分析课时目标、活动

层次、核心素养培养等要素，打通知识到能

力再到素养的通道，将长远的学科核心素养

目标具体化、可视化。

3.创设真实情景，设计任务驱动型的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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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目标学情，构建教、学、评一体化的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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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我们重提单元整体教学，是希望能帮助

英语老师更好地把英语知识和听说读写看

技能与学生思维品质、文化意识的发展更

好地协同起来；希望能帮助英语老师更好

地把一节课、一个单元、一个学期乃至一

个学段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英语课程

的总目标更好地协同起来，借助促进提高

学生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

的发展这个主要抓手，共同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和终身发展。     

1. 重提单元整体教学，是针对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4. 实施单元整体教学，精髓在于关联和协同

5. 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注意区分着眼点和入手处

3. 把握单元整体教学，关键是领会精神而不是模仿模式

2. 理解单元整体教学，需把握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首先，整体由部分构成，所以单元整体

教学强调从整体中理解部分，强调从大目

标出发来把握小目标和教学内容，从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角度审视英语课程内容六要

素的课程意义和育人价值。单元由“碎片”

构成，没有碎片也就不存在单元。因此，

单元整体教学并不反对碎片，相反应该重

视碎片，站在更高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碎片。

其次，重视基础知识教学不一定会导致

“碎片化”，只有游离于整体目标之外的

孤立的知识教学才会导致碎片化。单元教

学强调从意义理解和表达中去学习理解知

识、提高技能。缺失碎片知识支撑的教学

反而可能导致课程内容的“空壳化”。 

    不同版本教材的单元编排形式不尽相

同，单元的大小也是相对而言的。整体教

学的形式可多样化，基本原则是课时教学

目标、内容和活动都应围绕单元目标来设

计；单元的目标设计服从于整本书的目标；

整本书的目标又服从于学段课程育人的目

标。

    整体教学的初心是避免碎片化，但系

统化和结构化不是要复杂化、模式化。对

不同的学段和不同类型的学生，针对实践

中的不同问题，实施单元整体教学的侧重

点也会有所不同，这些不同需要我们给予

足够的关注，单元教学设计也必须因地制

宜，因材施教。

    整体教学思想的精髓在于从整体中把

握部分。以大目标统领各种小目标，协同

长中短期目标；以目标统领教学内容和活

动，围绕目标去精选、整合教学内容，协

同育人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评价。按目

前最新版的英语课程标准的说法，就是围

绕英语学科素养目标分析单元内容；依据

学生的认知基础和生活经验整合单元内容；

立足课程育人关联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和

终身发展。

    教学设计从整体着眼与实际教学从

“碎片”着手，两者并不矛盾。着眼点宜

高，即以学生终身成长和发展的视角来审

视所教内容的价值，并以此来分析确定不

同学段、册次、单元、课时具体学什么、

怎么学、怎么评。入手处宜实，整体教学

未必一定从整体入手，很多时候还是要从

“碎片”处入手，只是这些碎片是整体目

标统领下的，所以形散而神不散。随着学

习进程的推进，各种碎片会逐步融合形成

新的系统和结构，成为促进学生素养发展

的基本营养。
—— 陈力，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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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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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组

顾俊杰 上虞区春晖外国语学校

周若月 嵊州市剡城中学城东校区

郑梅萍 绍兴市镜湖中学

许玉婷 浙江师范大学上虞附属中学

梁 栋 新昌县城东实验学校

第二小组

卢君 诸暨市滨江初级中学

郑斌 柯桥区鲁迅外国语学校

李 伟 上虞外国语学校

戴圆圆 嵊州市初级中学

毛伟菁 绍兴市建功中学

第三小组

童冯娜 嵊州市浦口中学

许国伟 柯桥区浙光中学

郦 瑜 上虞区永和镇中心学校

钱天姿 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

第四小组

朱雪飞 上虞区崧厦街道中学

王凯 诸暨市浣东初级中学

李建华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中学

竺 路 上虞外国语学校

第五小组

陈飞飞 诸暨市城东初中

傅圆圆 绍兴市柯桥区鲁迅外国语学校

过海尔 嵊州市长乐镇中学

王凌曦 新昌县儒岙中学

研究小组



”

“

第一阶段工作（4-5月）：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设计

九年级 Unit 4 I used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第一小组

九年级 Unit 5 What are the shirts made of?   第二小组

九年级 Unit 6 When was it invented?  第三小组

八年级上册 Unit 3 I’m more outgoing than my sister.  第四小组

八年级上册 Unit 6 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第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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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工作（5月之后）：研究专题

1.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教学内容重组与整合（原则与方法）

2.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目标设计（内容与标准）

3.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综合性任务设计（指向项目化）

4.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单元导入设计

5.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听、说、读、写（整合）教学

6.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学习活动设计

7.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教学评价设计（基于逆向设计理论）

8.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作业设计

9. 单元整体视角下的主题式拓展阅读

10.单元整体视角下的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