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大概念教学的

单元设计



大概念教学的单元设计思路
       我们为什么认为“逆向”课程设计最为有效？因为，在传

统课程设计中，许多教师首先关注的是书本内容……，而不是根

据既定的目标与标准来选择课程内容及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

对此，我们主张使用相反的做法，即在课程与教学设计中，首

先明确目标，然后依据学习目标进设计。

——威金斯



单元整体设计：“望远镜”思维和“放大镜”思维

• 单元与单元的关联

• 单元与学科的关联

• 单元与跨学科的关联

• 单元与现实世界的关联

• 单元的组成

• 单元的结构

• 单元的序列



单元设计的“望远镜”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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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计的“放大镜”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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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元的组成和结构

        大概念

 

 教材内容

大概念1：

计时工具能够

拓展人类时间

管理的能力，

满足时间管理

的需求。

大概念2：

人类的计时

工具经历了

一个发展的

过程。

大概念3：

计时工具的设

计要具有用户

思维，符合特

定情境中人的

需求。

大概念4：

计时工具的

设计和制作

符合特定的

科学原理。

大概念5：

实验是根据研究问题提出

假设，利用一定的设备和

方法，尽可能排除无关因

素，探讨因变量和自变量

的关系。

1 时间在流逝 √     
2太阳钟  √ √ √  
3用水测量时间  √ √ √ √

4我的水钟    √  
5机械摆钟  √ √ √  
6摆的研究    √ √

7做一个钟摆    √ √

8制作一个一分钟计

时器
   √ √



2.单元的序列

    单元内的序列安排，有常规型和创新型两种思路。同时既可以按照教的顺序也可以

按照学的顺序来安排。

界定 优势

常规型
基本不打乱教材的课时顺序，

将大概念融入其中
比较容易操作

创新型 根据大概念重新组织课时 紧密围绕大概念展开





大概念视角下的单元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