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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视域下体育大单元教学的
内涵、设计依据与要点

张庆新　　陈雁飞

　　【摘　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明确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以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和增进学生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以及要对某个运动项目或项目组合进行１８课时及以上相对系统和完整
的大单元教学。体育大单元教学不只是课时与内容的增加，更主要的是全面育人理念与整体教学思路的更

新。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要以核心素养为依据，坚持“立德树人”“健康第一”“以体育人”，转变教、学、评的思

想观念，重构学、练、赛的思维方式，深挖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内核要素。与以往体育单元教学设计相比，新课

标视域下的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具体形式与操作方法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核心素养导向下，

提炼引领性的学习主题，整合结构化的学习内容，设定可观测的学习目标，创设真实性的学习任务等方面。

　　【关键词】《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大单元教学；内涵；设计依据；设计要点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明确提
出：设计专项运动技能的大单元教学［１］。为什么要

进行大单元教学，怎样进行大单元教学，大单元教学

设计与以往的单元教学设计有什么区别，还需不需

要学期教学计划和学年教学计划等一系列教学实践

中会遇到的问题纷涌而来。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内
容主要包括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

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但是仅对专项运动技能

提出了大单元教学要求。因此，本研究着重结合《课

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的具体内容与要求，对专项运
动技能大单元教学的内涵进行分析，以案例分析的

方式呈现新课标视域下基于培养核心素养的体育大

单元教学设计的要点及实操方式，有助于全面理解、

正确把握、合理设计大单元教学，进而因生制宜、因

师制宜及因校制宜，构建高质量、专业性和特色化的

学校体育大单元教学体系，指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掌握１～２项运动技能的目标，落实体育与健康课程
要培养的核心素养。

一、新课标视域下体育大单元教学的内涵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在课程实施教学建议
中提出，大单元教学是指对某个运动项目或项目组

合进行１８课时及以上相对系统和完整的教学［１］，对

大单元教学的类型、课时及实施方式提出了较为清

晰的新要求。正确理解和把握新课标视域下大单元

教学的内涵是进行大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践的前提

条件。

（一）体育大单元教学的类型：单项类与组合类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对大单元教学的要求
不仅有熟知的单个运动项目，还包括“项目组合”，例

如：田径类运动项目可从跑、跳及投掷３个亚类中各
选择１个项目进行组合；技巧与器械体操项目可由
技巧运动、单杠或双杠运动及跳山羊组合而成；艺术

性体操项目可由 １套韵律操和 １套健美操组合而
成；水上或冰雪类运动项目可由２个水上运动项目
或２个冰雪运动项目组合而成［１］。组合类大单元教

学要根据运动项目特性按照类型组合，在一个大单

元教学中形成有效衔接与自然过渡。

在具体操作层面，新课标视域下体育大单元教

学可以从学段与学情、能力发展、运动技能特性等方

面分出不同的单项类和组合类。例如：从学段与学

情视角而言，对小学中年级或者某运动项目的初学

者可适当考虑组合类大单元，对小学高年级或是运

动项目学习有一定基础者可采用单项类大单元。从

能力发展的视角而言，一般情况下球类运动多数运

用于实战情境或游戏比赛单项类大单元，而技巧运

动、韵律操、花样跳绳可设计为组合套路或是作品展

演类大单元。从运动技能特性视角而言，开放式运

动技能多数为单项类大单元，譬如足球、篮球等同场

对抗类项目，排球、乒乓球等隔网对抗类项目；而封

闭式运动技能要根据运动技能的迁移性与难易度、

学生学习兴趣进行综合考量，其中的“体验不同速度

与距离的耐久跑”为单项类大单元、“发展越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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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的跑跳结合能力”为组合类大单元。

（二）体育大单元教学的课时：１８课时及以上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对大单元教学课时有

着明确的要求，并对运动项目数量教学提出建议：在

三至六年级，主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从６类专项
运动技能中各选择至少１个运动项目进行教学，原
则上每学期指导学生学练２个不同的运动项目；七
至八年级应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从６类专项运动技
能的４类中各选择１个运动项目进行教学，其中必
须包括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项目，原则上一个学期

指导学生学练１个运动项目；在九年级，学校可以让
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１个运动项目进行为期
１年的学习［１］。

由此，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体育与健

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的“小学三年

级以上至初中每周３节体育课”的课时保障要求［２］，

以每学期１８周５４节体育课进行测算，健康教育、体
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约占１８课时，那么三至九年级
专项运动技能的课时总数为 ５０４课时（３６课时／学
期×１４个学期）。根据新课标对大单元教学的课时
要求与运动项目数量的教学建议，学生可以学习６～
２１个运动项目，其中，三至六年级为６～１６个运动项
目，七至九年级为４～５个运动项目。不同年级学练
的运动项目既可以完全相同或部分相同，也可以不

同，各学校可以根据学情、师情及校情而定。

（三）体育大单元教学的实施：系统性和完整性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要求大单元教学实施
是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并要加强课内外的有机结合，

促进学生通过较长时间的连续学练，掌握所学的运

动技能，避免把一个完整的运动项目割裂开来而断

断续续实施教学［１］。也就是说大单元教学是学生在

同一时间段内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和系统性的学习。

例如，五年级１８课时的专项运动技能大单元教学基
本是在半个学期内完成。如果该年级的体育与健康

课程内容采用整体设计，将健康教育、体能及跨学科

主题学习的内容与课时适当融入专项运动技能大单

元教学中，从而形成 ２７课时半个学期的大单元教
学。以此类推，七年级的大单元教学贯穿整个学期，

九年级的大单元教学贯穿整个学年，那么大单元教

学设计就成为学期或学年教学计划的主体，甚至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学期或是学年教学计划。按

照新课标的教学计划实施，如果三至六年级每个学

期、七至八年级某一学期和九年级都进行篮球大单

元教学，最高可达 ２５２课时，远超过以往每个学期
６～８课时的总数。通过一个运动项目的结构化、持
续化和系统化的学习，学生可以具有较高水平的专

项运动能力，形成运动专长，从而产生终身学习的

志趣［３］。

此外，大单元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还凸显在

每个运动项目的内容要求主要包括基础知识与基本

技能、技战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赛、规则与裁判方

法、观赏与评价［１］。这与以往的体育单元教学相比，

在单一技战术学练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技战术组合

学练与运用，以及展示或比赛中的互相配合、项目意

识、角色分工、规则与裁判方法、观赏与评价等促进

学生对运动项目有完整体验的内容，引导学生在全

身心投入的挑战性与探究性实践活动中，综合运用

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在复杂的运动情境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掌握和运用一项完整的运

动技能［４］。通过内容结构化的大单元整体教学能够

促进学生的整体观，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５］。

总而言之，运用大单元教学可以对教学内容进

行系统分析和整体规划，提高教学效率，减少不必要

的和重复性的课时安排；还可以优化单元教学和课

时教学，使学生通过较长时间的连续学练，掌握所学

运动项目的核心知识与技能，增强对所学运动项目

的完整体验与深度理解，强化“以体育人”的课程本

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二、新课标视域下体育大单元教学的设计依据

新课标视域下的体育大单元教学不只是课时数

与具体内容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全面育人理念与整

体教学思路的更新。相应地，大单元教学设计不仅

仅是课时与内容的简单拼凑和原有技术单元的简单

组合与排列，而是将体育与健康课程要培养的核心

素养作为大单元教学设计的主要依据，从过分关注

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转向重视核心素养的培养，将核

心素养的培养贯穿在单元与课时等各层次的学习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情境、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设

计中［１］。

（一）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要以核心素养为依据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提出的体育与健康课
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通过体育与健

康课程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方

面［１］。核心素养既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目标指向，

也是课程育人导向的主要体现；既是课程内容结构

整合的主要依据，也是水平目标、学业要求与评价内

容围绕的中心，还是学业质量评价的主要维度。因

此，在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时，要以体育与健康课程

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为依据，设定大单元学习目标、选

择学习内容以及设计学习活动。

体育与健康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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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的学习，在知识内化、行为养成和品德修为

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学生在体育与健康活动和情

境中体验、探索、感悟和解决问题的结果［１］。这就要

求体育教师的单元教学设计站位更高一些，目光更

远一些，格局更大一些，将完整运动项目、单元学习、

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作为关注重点，将技术细节、课

时学习、学生当前的水平准确定位在学生核心素养

形成与健康成长历程中的某一个点，而非终点。由

于培养核心素养具有整体性、具身性、持续性、情境

性等特征，与大单元教学的整体性、层序性、生本性、

创造性等本质特征存在一定的重合与交融。因此，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倡导大概念、大项目、大任务与

大问题的设计，其出发点不是一个知识点或一项技

能，而是起到统摄作用的“大”的概念、项目、任务及

问题［６］，教学方式也不是以往的 ６～８课时的单一
化、片面化和碎片化的小单元教学，而是１８课时及
以上的主题式、结构化和完整性的大单元教学。

（二）基于培养核心素养的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

的要求

在新课标视域下，基于培养核心素养进行体育

大单元教学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以体育人”价值取向［７］，

这是在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组织专项运动比赛或展示及传承体育运动文化

时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其次，要实现“以知识与技

能为本”转向“以学生发展为本”［１］，“三维目标”转

向“核心素养目标”，“教学质量评价”转向“学业质

量评价”，“教材知识单元”转向“学生学习单元”，这

是在理念引领、目标撰写、评价设计和内容分析时需

要转变的思想观念。再其次，要呈现活动化、结构化

和情境化的“学、练、赛”一体化过程，以及知识链、问

题链和任务链的高阶思维训练过程［８］，这是在教学

环节安排、时间分配、内容关联、教法运用、学法指导

及进阶路径重构时的思维方式。最后，要促进学生

持续性、系统性和自主性地进行体育与健康课程深

度学习，为运动兴趣与运动专长的形成、强健体魄与

健全人格的练成、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的养成

奠定良好基础，这是在不同水平目标实施、长期目标

指向和学生健康成长规划时需要深挖的内核要素。

三、新课标视域下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的要点

与以往体育单元教学设计相比，新课标视域下

的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具体形式与操作方法均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４个方面，即在核心素
养导向下，提炼引领性的学习主题、整合结构化的学

习内容、设定可观测的学习目标，创设真实性的学习

任务。

（一）引领性的学习主题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２０２２年版）》对全学科提
出“推进综合学习，探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题

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９］。大单元学习

主题应是在整个大单元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过程、

学习行为及学习结果所要体现出的中心思想、主要

内容和关键能力。体育大单元学习主题一定不是单

一技战术和单个知识点，或是简单的足球、田径及武

术的项目名称，再或是一些技战术内容的叠加和学

习目标的堆砌；而应该是能在学习内容与学习过程

的结构、运动项目与学科的特性、育人的意义和价

值方面起到引领作用的大概念、大情境、大任务及

大问题，能将大单元教学具体的知识、技能、战术、

体能、比赛、展示、规则、裁判方法等内容进行互相

关联、衔接及整合，形成一个以主题为中心的多维

度、放射状和立体化的学习空间，促进学生结构化

的知识学习、能力发展、思维训练及健康行为的

形成。

大单元学习主题可以从关键技战术运用或能

力、核心概念或问题解决、技战术组合或情境运用、

组合套路或作品展演、实战游戏比赛或任务、核心素

养或品行表现等单一或多维视角选取（见下页表

１）。以水平二至四的球类运动大单元学习主题为
例，水平二中的乒乓球大单元学习主题———“不同速

度与角度的平击球”是从关键技术运用单一视角选

取的；水平三中的足球大单元学习主题———“快速攻

防转换中运球、传球、射门组合技战术的运用”是从

问题解决与技战术组合运用角度选取的；水平四中

的羽毛球大单元学习主题———“多路线击球的合作

与对抗比赛”是从核心概念、实战任务及核心素养角

度选取的。而课时学习主题则可以从与大单元学习

主题相关联的知识、技能、战术、体能、规则、情境、游

戏、比赛等具体内容的单一、组合及多维视角设定，

例如：水平三的排球“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

试性比赛”大单元教学的课时学习主题可以设计为

“抛垫球与灵敏游戏”“跨步垫球”“隔网合作垫球”

“移动中接发球”“允许排球１次落地的３人隔低网
比赛”“４次击球过网的４Ｖ４比赛”等。

此外，不同水平的大单元学习主题要结合学生

能力基础、学习需求、运动项目特性与情境创设，体

现出一定的进阶性和区分度，主要可以从游戏到比

赛、从个人到团队、从简单到复杂情境等角度设计。

例如：水平二至四的篮球大单元学习主题分别从简

单到局部配合，从运球、传球及投篮组合运用到攻防

对抗逐步体现出进阶性与区分度；水平二至四的排

球大单元学习主题分别从对抗游戏、尝试性比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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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水平二至四球类运动大单元学习主题例举

运动项目
球类运动大单元学习主题例举

水平二 水平三 水平四

足球 小组协作攻防中不同形式的控球
快速攻防转换中运球、传球及射门组

合技战术的运用

狭小空间对抗与场地区域攻防中的

技战术组合运用

篮球
简单配合的运球、传球、投篮组合

运用
２～３人局部配合的攻防对抗

２～３人局部配合为主的全队攻防对
抗与赛季体验

排球 隔网垫球对抗游戏
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试性

比赛

战术渗透下的技术组合运用实战

比赛

乒乓球 不同速度与角度的平击球 正反手击球的交替运用
合作与对抗情境中运用左推右攻和

旋转球

羽毛球 多回合击球挑战 正反手击球的综合运用 多路线击球的合作与对抗比赛

网球
短网比赛中发展小范围移动击球

能力

对抗比赛中发展“直线 ＋斜线”的正
反手击球能力

实战比赛中发展不同位置单双打战

术运用能力

实战比赛，从垫球单一技术、技术组合运用到技战术

组合运用体现出进阶性与区分度；水平二至四的网

球大单元学习主题分别从短网比赛、对抗比赛到实

战比赛，从小范围移动和“直线 ＋斜线”到不同位置
的击球能力体现出进阶性与区分度。

（二）结构化的学习内容

要落实《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强调的“注重采
用结构化知识与技能教学，加强学生对所学运动项

目的完整体验和理解”［１］，保证学生学习和掌握结构

化的专项运动技能［１］，离不开结构化的学习内容这

个载体。新课标的每个运动项目的学习内容均包括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技战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

赛、规则与裁判方法、观赏与评价６个方面，这也是
大单元教学的结构化学习内容。但是这只是结构化

学习内容中的一级维度，在具体某个大单元教学设

计时，不是简单地将某个运动项目的６个方面内容
一一列出，不能只是关注某个技术的动作程序、某个

战术的呈现方式、某个知识的概念要点等运动项目

自身固有的知识与技能体系层面的教学内容，而是

要转向不同的学生学习某项完整的运动项目、深度

认知与理解运动、技战术实战运用、专项知识实践运

用等方面的学习行为表现。要在大单元学习主题的

引领下，将６个方面的学习内容进行横向关联和逐
方面细化，形成一个互相交织与互相融合的完整的

学习内容。

以水平三的排球“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

尝试性比赛”的大单元学习内容为例（如下页图１所
示），一是要结合新课标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及对

教材与学情的分析，遴选出水平三排球的大单元学

习主题所需要的少而精的核心技能及同步发展的技

战术组合与运用方式。二是要列出强化核心技能、

优化实战比赛表现的专项体能练习方法，以及选择

适合学生身体素质发展敏感期的一般体能练习方

法［１０］。三是要设计指向大单元学习主题的３课时或
以上的小赛季，包括单人、双人、团队不同类型的挑

战赛、积分赛及对抗赛，并且分别与基本技能学练与

评价、技战术组合运用与评价、不同条件或情境下的

实战对抗比赛与评价实现关联，而与每节课学习主

题相关联的课课赛则是单元小赛季的“降阶版”，课

课赛的内容、方式、规则、要求要逐步提高，最终在单

元小赛季进行汇总与体现进阶性。四是要结合课课

赛与单元小赛季所需的具体规则与裁判方法、场上

与场下的角色分配与任务分工，以及不同技战术的

观赏点与评价点，将展示或比赛、规则与裁判方法、

观赏与评价进行互相融合，使学生在课课赛与单元

小赛季均对运动项目有完整体验。五是要将各个部

分所涉及的排球项目学练赛的场地与护腕及护膝等

装备的要求、文明观赛的礼仪、排球运动发展历史与

中国女排精神、运动损伤与预防等知识逐一进行补

充，形成水平三的排球大单元教学６个方面不同维
度的内在关联紧密的结构化学习内容。

（三）可观测的学习目标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在水平目标设定时，将
体育与健康课程依据学生核心素养达成度，分４个
水平对课程目标进行细化［１］。因此，设定大单元学

习目标，首先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
的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水平目标，然后要参照某类专

项运动技能的不同水平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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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平三的排球“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试性比赛”大单元教学内容［１１］

质量合格标准。新课标将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依据

核心素养划分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３
个方面，所以大单元学习目标也要在这３个方面均
有所体现，将核心素养在目标中具体化［１２］，并对大单

元教学的内容、任务和评价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其中，运动能力学习目标设定建议尽可能考虑从体

能状况、运动认知与技战术运用、体育展示或比赛３
个维度一一呈现。健康行为的学习目标则可从体育

锻炼意识与习惯、健康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和运用、情

绪调控、环境适应４个维度设定。体育品德的学习
目标则可以从体育精神、体育道德和体育品格３个
维度设定，但是具体呈现可将各个维度适当进行

融合。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明确提出：“不同层
次的学习目标应包括条件（在什么情境中）、行为与

表现（做什么和怎么做）和结果（做到什么程度）３个
部分，使学习目标明确、具体和可操作”［１］。在设定

大单元学习目标时，首先，要明确学习主体与目标达

成的主体均是要完成大单元学习的学生，例如：小学

五年级上学期的学生，而非体育教师。其次，要列出

在什么运动条件或情境下学习，也就是教学中提出

相应的限制条件与要求，或是比赛、展示、教育及生

活情境，例如：距离球网４ｍ、球网高２ｍ等排球发球
限制条件，两人相距 ２ｍ～４ｍ、移动范围不超过
３ｍ、３０ｓ以内等排球垫传球要求；３对３比赛、小场
地等篮球实战比赛情境。再次，要体现学生通过大

单元学习能完成的特定而可观察的动作、方式、行为

及其具体内容，例如：采用左右侧、优势或非优势、单

一或组合、移动或跑动等方式完成篮球技战术学练，

独立或合作、听口令或配乐完成健美操动作组合或

套路创编；连续对垫球、连续抛传球、正面下手发球、

接发球等排球具体动作。最后，要具体描述８０％以
上的学生通过大单元学习最终获得的具体的、可观

测的、尽可能量化的以及达到合格性标准的结果，例

如：水平三的排球“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试

性比赛”大单元学习目标的描述（如下页表２所示），
而不能使用初步掌握、进一步掌握、基本掌握、巩固

与提高、熟练掌握等不宜量化操作和标准比较模糊

的词语。

此外，《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中明确提出，应
注重学习目标的可观察性与表现性，使用体现不同

层次的表现性行为动词［１］。因此，大单元学习目标

的呈现宜用说出、做出、画出、跳出、独立、跟随、合

作、完成等体现动作行为的词语，宜用高度、远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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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水平三的排球“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试性比赛”大单元学习目标

核心素养

要素
维度 大单元学习目标

运动能力

运动认知与技战术

运用

知道排球运动发展史中的主要事件与中国女排精神，说出移动、正面双手垫球、正面上手传

球、正面下手发球的主要动作技术要领及在比赛中的运用时机，以及隔网、位置轮换、角色分

配、出界、触网等简单的比赛规则；完成两人相距２ｍ～４ｍ，移动范围不超过３ｍ，连续对垫球
４次～５次，连续抛传球 ５次 ～６次；距离球网 ４ｍ，正面下手发球过 ２ｍ球网，成功率达
到４０％

体育展示或比赛

在降低网高和４次击球过网的４Ｖ４比赛中，主动成功接发球１次～２次，提高控球能力与体会
人球位置关系；文明观赏不少于８次班级内、校队的比赛，并从双方击球次数、往返回合及发
球成功率进行简要评价

体能状况
独立参与灵敏性、肌肉力量、位移速度、心肺耐力等体能练习，体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２０１４年修订）》五年级的合格水平

健康行为

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 能在校内外体育锻炼时自主学练，与亲友分享所学排球动作，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健康知识与技能的掌

握和运用

正确佩戴排球护膝与护腕，做到主动热身并保护关节，能够预防与应对垫球后手腕出现红点

等常见运动损伤

情绪调控 面对失误或比赛发挥失常，能在教师指导下自我调控情绪，主动交流，与同伴友好相处

环境适应
正确选择排球的场地器材与适宜方法，在学练与比赛中保持安全间距，观察周边环境，躲避脚

下拦绊或他人干扰球

体育品德

体育精神 通过排球垫传发技术的次数、时间及高度的增加，以及在游戏比赛中的运用，不断挑战自我

体育道德 提高遵守规则的意识，自我监控学练、完成计数及客观评价，体现诚信品质

体育品格 在团队学练与比赛中，互相协作、敢于担当，出现失误不推诿责任，鼓励所有参赛队伍

度、时间、距离、人数、次数、回合、落点、场地区域、命

中率、成功率、起球率等量化标准，这利于目标达成

的测评简便易行；学习结果的描述要清晰客观；要使

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并且能够自检自测，从而真正

实现“教、学、评”一体化。

（四）真实性的学习任务

《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要求体育与健康课程
教学要实现“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真正转变，

根据学习目标、教学进度等引导学生在对抗练习、体

育展示或比赛等真实的与复杂的运动情境中获得丰

富的运动体验和认知，提高技战术水平和体能水平，

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品德［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

导下的教学十分重视情境性，主张教学应使学习在

与现实情境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以解决学生在现

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目标［１３］。新课标强调的“真

实、复杂的运动情境”一定是有现实意义的和育人价

值的情境，其实质是真实的学习任务，具有挑战性的

学习任务能够持续驱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探

究欲望。在真实的学习任务中，有着丰富的、复杂的

和互相交织的各类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联。

大单元学习任务是在大单元真实的运动情境

中，学生有效利用所学各类内容进行思考、判断、决

策及合作完成有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不同的学习内

容要以大单元学习任务为中心，经过开发、整合及重

组后形成结构化的“活”教材，并且要凸显出应有的

价值，生成育人新功能。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学生

要围绕大单元学习任务，主动思考、互相合作、分配

角色和勇敢担当，这样才能享受沉浸式运动体验，提

高具身认知，加深对运动项目的完整体验与理解。

结合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性，真实的学习任务可

分为：单一型与复杂型、独立型与整体型、模拟型与

实战型。例如：水平二的新兴体育类运动的花样跳

绳、轮滑及定向运动大单元学习任务可设计为“小组

合作自选动作计时计数展示与比赛”“小组合作计时

计距滑行展示与比赛”“小组合作不同形式的定向赛

与闯关赛”。而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要将学生

体现的“看不见”的能力转化为“看得见”的行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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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既能有效地测评学生真实的学习行为与结果，也

可作为衡量学生核心素养表现水平的重要指标。例

如，在水平三的“限制网高和击球次数的隔网尝试性

比赛”中，学生发出的一声声“我来”、做出的一次次

“击掌”、喊出的一个个“加油”、进行的一回回“主动

判断、努力救球、不推诿、商讨技战术”，从课课学、

练、赛到单元小赛季，有效实现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的目标。

此外，大单元学习任务本身是个大情境与大任

务，与大单元学习主题有一些交叉与融合点，两者可

保持一致，例如，任务或比赛类型的学习主题，也可

以有不同的学习主题与学习任务的呈现，但是不同

水平的大单元学习任务一定是难度不断进阶的。如

果进行中小学一体化大单元教学设计，那么就要形

成大单元学习任务群，进而实现情境、内容、方法和

资源的统整优化。而在某个大单元教学任务中，可

将不同的课时内容进行组合，形成学习任务链，例

如：核心技术组合运用的学习任务包括３～４课时的
单一技术、组合技术及情境运用为主的学、练、赛任

务；３课时或以上小赛季的学习任务包括单人、双人、
团队比赛任务，以及组织与实施、参赛与执裁、观赏

与评价等学习任务，由此可提高学生在真实活动或

比赛情境中运用结构化的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

四、结束语

在新课标视域下进行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时，

体育教师要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整体布局体育与健

康课程学习内容，整体考虑学段或水平教学计划、学

年或学期教学计划中的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

育、专项运动技能、跨学科主题学习等课程内容之间

的关联点与融合点，兼顾校情、师情、学情、地域、天

气、场地等因素，做好内容选配、课时分配及教学次

序安排，做到系统设计、融合设计及层级设计，形成

学校体育教研组的聚合力，共同实现大单元教学应

有的功能。

在大单元教学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展开单个及

多个技战术的组合学习和运用学习，充分考虑对抗、

比赛、情境等要素，要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技战

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赛、规则与裁判方法、观赏与

评价６个方面内容进行整合性、融合式及结构化的
教学，更要挖掘６个方面内容各自独特的育人价值，
从每节课的多维度育人到大单元教学的全方位育

人，构建一个完整的育人体系，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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