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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设计步骤一：

找到分析路径（上）



单元目标设计



单元目标设计的步骤

1.找到分析路径；

2.撰写单元目标。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课程标准是国家课程的基本纲领性文件，提出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学习基本

要求。因此，原则上所有大概念的提取都要参照课程标准。

• 首先，可以从课程标准中的“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学科核心素养与课

程目标”部分来提取大概念，如“特定的史事是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联

系的”。

• 其次，可以从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来提取大概念。

1.课程标准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大概念教学主张不要教教材，而要用教材教，教材是最为重要的教学资源，因此需

要重点加以分析。

• 首先，可以从“单元起始处”来提取大概念。“单元起始处”最为常见的就是“单元导读”。

大部分教材都有单元导读，而单元导读里有大量线索。

• 其次，可以从“单元结尾处”提取大概念。最为常见的就是“单元小结”，比如像高中生物教

材中会直接总结大概念。

• 最后，可以从教材的单元内容中提取大概念。一方面很多教材在单元内容中会穿插各种形式的

提示，对相关概念作出解释和阐述，比如交流平台、知识卡片等等。另一方面教材中这一单元

的内容构成也能提取大概念，如“说明文”单元包括《太阳》《松鼠》《鲸》《风向袋的制作》

等四篇不同的说明文，而这几篇说明文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我们意识到“说明文因为目

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风格，而说明方法影响风格”这条大概念。

2.教材分析



找到分析路径

小学语文说明文单元：

        大概念：说明文要科学地帮助人们了解一定的事或物，

因此要运用一些说明方法，说明方法的目的有所区别，如

列数字等方法是为了更为精准地表达，而举例子、作比较

和打比方则是为了更为具体生动地表达，是将陌生的事物

熟悉化。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因为大概念是反映专家思维方式的，因此，专家思维也是大概念的直接来

源。常见的包含专家思维的资源如下：

• 首先是史类，包括科学史、数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因为这类文本常常

揭示了知识的来源，并且因为“史”是拉了一条时间线的，有助于我们了解

问题与问题、概念与概念、文体与文体以及流派与流派之间的关系。 “最早

的分数是整数倒数，要了解小数的意义，可从分数的意义着手，分数的意义

可从分割及合成活动来解释，当一个整体（指基准量）被等分后，再集聚其

中一部分的量称为‘分量’，而‘分数’就是用来表示或纪录这个‘分量’。

3.专家思维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因为大概念是反映专家思维方式的，因此，专家思维也是大概念的直接来

源。常见的包含专家思维的资源如下：

• 当整体被分成十等分、百等分、千等分……等时，此时的分量，就使用另外

一种纪录的方法为小数”可以提取大概念“小数是在十进制下一种特殊的分

量”，并且从这段数学史中也可以梳理出“整数”“分数”和“小数”的关

系。

3.专家思维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因为大概念是反映专家思维方式的，因此，专家思维也

是大概念的直接来源。常见的包含专家思维的资源如下：

• 其次，著作论文类。

• 比如从2021年《科学》可以提取大概念“细胞内各物质对

于生理过程的价值，不在于含量、存在时间和形态等等，

而在于其独特的功能。因此当我们需要促进或抑制某一生

理过程时，剖析生理过程发生机制是基础和前提”。

3.专家思维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最后，科普读物论。

• 由专家撰写的科普读物也反映了专家思维，而且科普读物常常比较贴近人们的生活，体现“真

实性”，比如可以从科普读物《人体简史》（布莱森，2020）168里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演

变出了一颗迥然有别于其他灵长类的头颅。我们的脸是扁平的，没有明显的凸出拱嘴。我们有

高额头，用以容纳令人佩服的大脑。烹饪带给我们更小的牙齿和更精致的下巴。在内部，我们

的口腔缩短，是以有了更短、更圆润的舌头，还有位于喉咙下方的喉头。无意中，我们身体上

部解剖结构的变化使人类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发出语音片段，清晰地说话。走路和说话

可能是相辅相成出现的。如果你是一种狩猎大生物的小动物，交流能力显然是一项优势。”中

提炼出“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相统一”“生物体的结构与环境相适应”等大概念。

3.专家思维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除了科普读物外，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使用百度百科、知乎等获取基本认识，比如，

从“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

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

    一般来说，神话具有以下条件：叙述人类原始时代或人类演化初期的单一事件或故

事；承传者除了自己以外还要让别人对这些事件、故事信以为真；通常为远古族群的人

们集体创造并且流传下来”这一百度百科对神话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神话不同于

一般的小说、传奇等文体的特点，并提炼出大概念“神话是反映人们对创世大问题的集

体意识，兼具惊异性和逻辑性”这一大概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对获取的信息要进

行鉴别和筛选，建议多查找些材料，以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



找到分析路径——（1）自上而下的四条路径

    如图所示，大概念与大概念之间是相互

关联和派生的，因此，也可以通过派生或总

结的方式来产生大概念。如“语言交流通常

是一种有对象的目的性行为”大概念可以派

生出“书面语言交流通常是一种有对象的目

的性行为”和“口头语言通常是一种有对象

的目的性行为”这两个大概念。

4.概念派生



目标设计步骤一：找到分析路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