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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统摄下的道德与法治
单元建构与教学

徐　 诞

　 　 【摘　 要】运用“大概念”的理念,依托单元教学重组道德与法治教材,实现学科内容结构化已成为落实核

心素养的必由之路。 研究建构单元教学的基本模型,分析阐释教学中应具备的任务群、情境域与问题链等基

本要素,并以“我在这里长大”单元为例,建议在教学中生成认知模块,通达思维突触,搭建实践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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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目前道德与法治教学,仍然存在“就课论

课”的程式化、割裂化倾向。 尝试运用“大概念”,依
托单元教学,统整学科知识,实现学科内容从碎片化

走向结构化,将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建构、思维能

力培养和道德情操内化。 学科大概念是基于核心,
能够体现学科本质,具有普遍解释力和适用性的思

想、原理及方法。 本文特指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

领域中能够前后贯穿、上下联通的主干知识,对建

立学科独特话语体系,呈现出迁移性、结构性、持久

性等特征;对形成独立完整人格具有关键意义和重

要影响。
运用大概念统整、规划单元教学,发现单元教学

与大概念存在必然契合:一是外在目标的统一性,突
破知识本位和课时本位,打破原有框架和壁垒,围绕

某一主题、项目或关键词,进行核心类选取和重组,
促进学生道德认知完善。 二是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都具有完整的逻辑性和循序的进阶性,教师需要上

联下结,在结构化、网络化教学中实现学生道德主体

培育。
一、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模型建构

大概念是单元教学的灵魂,而单元则是大概念

的载体。 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由大概念统领大单

元,以此统率大任务、大情境、大问题,并共同指向学

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大”不是无所不包的广而泛,
而是着眼于大格局、立足于大思维、实现大贯通。
“大”是核心、中央,是靶心,既有辐射,又有凝聚;既
能定位,又能校准。 以大概念为核心,由此生发单元

教学,自上而下,宗旨既定;同时大任务、大情境、大
问题都紧紧围绕大概念展开,自下而上,目标一致。
两者结合,为大概念单元教学提供范式。 三年级下

册第二单元“我在这里长大”围绕“社区与家乡”这

一主题,安排了《我的家在这里》 《我家的好邻居》
《请到我的家乡来》三课内容,从地理位置及空间中

的人、事、物的角度了解社区和家乡,引导学生为社

区和家乡做力所能及的事。
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首先从确定大概念开

始。 大概念从哪里来? 不妨关注以下方面:从课标

中寻找,课标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语句、观点等;从
学科本质中出发,体现学科本质特点的要素、理论、
理念等;从教材结构中探寻,在教材中处于关键或核

心地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内容、文本等。 如在

这一单元中,关注“社区与家乡”这一高频词,重点关

注新课标提出的核心素养“道德修养” “健全人格”
“责任意识”等维度,围绕懂得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
懂得个人成长离不开社会与他人的支持与帮助、了
解自然与我们生活的共同家园等年段目标,结合本

学科大概念———构建有意义的生活观和生活方式,
从而确立本单元大概念———丰富学生社区和家乡的

生活经验与能力。
大概念如何分层落实? 各级大概念间的上下层

级关系,由学科大概念到单元大概念,到本课大概

念,最后确定课时大概念。 学科大概念是上位概念,
是“思想核”,高度抽象而概括,在具体教学时有待细

化为层级概念,以单元大概念为中心,直至落地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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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概念,这是日常教学的抓手。 基于教材特点,本
单元的课时大概念梳理为“感受社区生活、维护社区

利益”“学会邻里和谐交往方式”“树立家乡观、激发

家乡情”。 三个概念层层递进,先让学生从情感上接

纳,再从认知上引导,最后落实于价值观;先让学生

认识了解人、事、物,再亲身经历,融入互动,最后建

言献策,鼓励学生不仅成为社区、家乡生活的参与

者,更成为服务者、建设者。
落实大概念教学需要明确大单元。 在本册教材

中,这一单元是上一单元的“我和我的同伴”的必然

提升与延展,也是之后两个单元“我们的公共生活”
“多样的交通和通信”的必要铺垫与过渡。 作为小学

中年段教材,“社区与家乡”这一主题首次出现,而四

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让生活多一些绿色”、四年级下

册“感受家乡文化,关心家乡发展”都有涉及,同时兼

顾这一主题在低、高年段的呈现。 教材面对“成长中

的儿童”,从“自我”开始,以“成长中的我”为原点,
以“成长中的我”与外界的关系为逻辑线索,学段衔

接、循序渐进设计课程内容。 这体现了大单元聚焦

学生学习活动,指向问题域的螺旋上升的教材架构,
具有教育的价值导向。

二、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要素分析

新课标指出,要坚持目标、问题、创新导向,强化

课程一体化设计,强化学科实践。 围绕大概念的大

任务、大情境和大问题,是同一核心下的不同维度的

层层分化的框架式教学要素。 三者都基于学生“学”
的立场,指向学习真实发生。

(一)大任务即组建目标明确的“任务群”
首先是关注大概念下的目标引领,任务群目标

一致,紧紧围绕核心,是目标达成的首要因素;其次

任务群之间有集聚效应,围绕多个角度展开,最终在

多次、多维的反复中形成对大概念的强化;再次是在

单元领域的具体演化,但仍具概括性,需要进一步落

地。 如本单元的“我在这里长大”中,围绕大概念,组
建任务一:了解并参与社区生活,培养社区归属感;
任务二:培养社区邻里和谐交往,体会邻里生活温

暖;任务三:了解家乡自然环境与生活特点,树立家

乡观;任务四:感受家乡人文情怀,激发家乡情。 围

绕大概念的任务群设计,让学生分层、分步深入认识

社区和家乡对自己成长的重要性,激发积极参与公

共生活的意愿。

(二)大情境即创设自主探究的“情境域”
大情境重在场域性,是一体性的,又是弥散性

的,要摒弃过多的场景拼凑与切换,整体创设贯穿大

概念教学。 如第二单元《我的家在这里》这一课,围
绕“家”创设这样的情境:蓝天是白云的家,树林是小

鸟的家,小河是鱼儿的家,泥土是种子的家。 读一读

诗歌,猜一猜题目,想一想:我们的家呢? 引发学生

思考:你觉得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认为什么是

家呢? 师生归纳 “家———我居住、生活、成长的地

方”,比如我们所在的小小的社区(村),她承载着我

们的回忆,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这就是我们温馨而美

好的家! 今天我们就围绕“家”来聊一聊。 本单元

中,家的概念由原本的家庭,拓展为社区、家乡,以
“家”为核心串起本单元的情境场域,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获得归属感和自主感。
(三)大问题即设计层递推进的“问题链”
大问题来源于教师对教材整体把握和自主理解

后的有效归纳,体现学生现实和未来发展的迫切需

要,着力于学生思维的拓展与深入。 本单元围绕大

概念,分成三个单元逻辑“社区生活人、事、物”“社区

邻里交往”“家乡景、人、物”,由此设计以下问题:围
绕社区、家乡生活,你最熟悉的是什么? 最难忘的是

什么? 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接着,对应设计子问题:
(1)如果你是有心人,在熟悉中也会有一些不熟悉,
发现了什么? (2)想想在某些特殊(如疫情、节日

等)时期,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或事,感动到你了吗?
(3)尽管我们生活在这里,熟悉这里,但也有一些令

人困惑的地方,如为什么我们村(社区)都是相同姓

氏? 为什么我们社区(家乡)叫这个名字? 大问题之

间可采用多维并列式、递进式或螺旋上升式,按需设

计不同内在逻辑的问题,各具价值。 同时,也可以结

合具体学情、班情,在大问题下适时提出子问题,为
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铺垫、过渡。

从大概念的建立到大单元的构成,都是建立在

明确定向、统一诊断和全面把握之上的,而大任务、
大情境、大问题的依次展开为大概念的真正落实提

供可能,学生在大概念逐层、逐次明晰中完成思维进

阶,大概念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过程。
三、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路径实施

新课标明确了道德与法治学科以社会发展和学

·3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素质教育　 　 2023. 5　
QUALITY EDUCATION

　 　 　

生生活为基础,构建综合性课程,坚持学科逻辑与生

活逻辑相统一,主题学习和学生生活相结合。 因此,
实施大概念统领下的单元教学,需遵循以下原则:一
是深度学习,都是基于对课程的深刻领悟,对学科的

深度解读,对文本的深层挖掘,对教学的深耕细作。
二是精准凝练,能用简洁的语言表达抽象的大概念,
同时直指事物本质,揭示事物规律。 三是严密逻辑,
始终围绕中心设计教学,以单元为切入口,层层深

入、环环相扣,外在浑然一体,内在逻辑自洽。
(一)生成大概念的单元认知模块

建立结构化的理论知识体系,这是大概念教学

的基本前提。 单元认知模块的设计为单元教学理清

了思路和方向。 围绕本单元大概念“丰富学生社区

和家乡的生活经验与能力”,要形成认知模块,必须

课课定位,层层分解。 如本单元中《我的家在这里》
一课,重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社区(村)公共生活,培
养他们为社区(村)尽心尽责的意识与能力。 围绕大

概念,本课模块定位:一是做社区事,有责任。 现状

探讨:我们热爱这里,希望这里变得更美好。 有哪些

地方需要改进,你能做点什么呢? 案例分析:面对小

区高空抛物、楼道没有电梯等问题,一起来想想解决

的方法吧! 二是成社区人,有爱心。 我们不仅要关

注小区的事,更要关心小区的人。 换位思考:你觉得

社区中哪些人最需要关注? 我们能做些什么? 三是

暖社区情,有创意。 要让小区人生活得好,就要营造

良好的氛围。 学生创想:如果你是居(村)委会主任,
你想为社区(村)设计什么样的活动呢? 请用满满的

创意,让小区人们活出热腾腾的小区生活。 通过以

上三维立体建构,强化学生的社区生活认知与践行。
(二)通达大概念的单元思维突触

单元思维突触是指向大概念的逻辑思维方式,
具有全方位、多角度、密集性的特点,每一个细小的

设计犹如触手般延伸,又与核心粘连。 如本单元中

《请到我的家乡来》一课,重在了解家乡独特的风光,
感知家乡的美。 在“我是家乡小导游”环节中,除了

常规介绍家乡名胜古迹、历史传说等,特意设计了一

个思维突触:先看看家乡景点门票的变迁,纸质门

票、游园一卡通、网上电子票、云端游等,你发现了什

么? 再展示无锡马拉松纪念牌:2017 年樱花粉,代表

江南春韵;2018 年玉飞凤,代表文化传承;2019 年阳

光火炬,代表城市精神。 从中你感受到什么? 由此

体悟:小小的门票、小小的徽章,大大的梦想,这就是

城市名片。 基于大概念的“突触”不断激发学生思维

热度,将单元教学与学生思维发展建立联结,最终指

向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为单元教学的实现提供了

无限可能。
(三)搭建大概念的单元实践支架

搭建单元实践支架是大概念教学的重要方法。
支架思想来源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在学生

既有知识与新构建的学习课题之间搭起脚手架,为
学生积极学习确立固定支点。 如本单元中《我家的

好邻居》,围绕自己在邻里生活中的言行礼仪,体会

邻里生活中互帮互助的温情。 本课教学设计分三个

环节:好邻居、天天见,学会主动交往;好邻居、串串

门,关注文明言行;好邻居、暖暖心,做到邻里互助。
其中,活动二设计支架如下:支架一,到邻居家玩耍

在串门前、串门时、串门后,分别要注意什么,感受串

门学问。 支架二,如果小伙伴到你家来玩,作为主

人,你该怎么做呢? 在交流中学生明确:作为小客

人,应该文明做客,言行有礼;成为小主人,应该礼貌

待客、热情周到。 在活动三中,设计了以下支架:第一

步,走出房门,敞开心门;第二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
第三步,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可见,单元教学注重整

体性,更需要多样、丰富的支架让教学呈现出梯度和

节奏,促进学生进阶式学习,最终达成大概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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