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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观念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
教学策略探究

刘　 威　 　 李佳亮

　 　 【摘　 要】大观念指向具体学科知识背后更为本质的内容,指向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能够将碎片化的学

习转为结构化学习,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 文章结合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选择性必修 2 第 4 单元的具

体教学实践,探究如何基于大观念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策略。
　 　 【关键词】大观念;单元整体教学;核心素养

　 　 一、理论基础
大观念,英文为 big

 

ideas 或 big
 

concepts,多被译
为大观念、大概念、核心观念或核心概念等(王蔷等,
2020)。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使用了大概念一词,指出高中英语教学要重
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
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实。 大观念缘于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教学本质的
探讨,即教学应当选择什么内容来教和如何有效地
学习这些内容(周诗杰,2021)。 布鲁纳最早提出“一
般概念”,认为无论教授哪类学科,要使学生理解该
学科的基本结构,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架构,有助于
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记忆保留,并促进学习的迁移(转
引自李刚、吕立杰,2018)。 王蔷等(2020)对英语学
科大观念进行了阐释,认为大观念是从零散概念中
统整或提炼出来的上位观念,体现了对学生成长和
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学生在
新旧知识间建立联系,从而强化学生对学科知识的
深层次理解。 英语学科中的大观念可以理解成学生
通过学习获得对英语学科的新认识、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正确的价值观等,是育人价值在学科教学中的
具体体现。

单元教学承载了完整的课程内容六要素,承载
着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具体而有所侧重的目标任
务,是通过英语课程学习促进学生成长的比较完整
的过程周期(梅德明、王蔷,2018)。 大观念具有中心
性、可持久性和可迁移性,它能够提纲挈领指导单元
整体教学,应用于学科内外的多种情境中,并给学生
带来终生的影响(李刚、吕立杰,2018)。 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大观念为单元整体教学提供了重要依据
和思路,能够改变脱离语境教授零散知识点的教学

方式,转而形成以学科大观念为核心,以主题为引
领,以语篇为依托,以活动为途径的整合性教学模式
(王蔷,等,2020)。 以大观念为引领开展单元教学,
能够指导教师关注单元的整体性、单元内容之间的
关联和单元目标的整合,为具体单元教学规划提供
依据和思路,有助于教师确定教学目标,统筹教学内
容,组织教学流程,设计教学任务和制定评价标准。

二、基于大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策略
(一)探究语篇关联,明确单元大观念

1. 探究语篇关联
基于大观念开展单元整体教学,首先要明确单

元的主题意义、核心理念和育人价值,思考教材编写
的意图及教学内容编排的逻辑,认真研读所有语篇,
深入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探究单元内各语篇之
间的关联。 北师大版高中英语教材选择性必修 2
第 4 单元围绕“幽默” 这一主题展开,属于“人与社
会”主题。 该单元共 8 个语篇,单元各课时通过听、
说、读、写、看等活动,侧重不同的语言技能,兼顾对
其他语言技能的培养和应用,围绕同一主题从不同
角度引导学生探究单元主题意义。

本单元围绕“幽默”这一主题展开,涵盖阅读、听
说、视听说、写作等多种课型,语篇类型涉及记叙文、
演讲、说明文等多种体裁。 Topic

 

Talk 部分初步介绍
了幽默的形式、原因和作用,并讲述了一场拳击比赛
中的趣事;主语篇 1 为阅读语篇,呈现了三则幽默故
事;主语篇 2 提供了两个听力文本,介绍了幽默的积
极影响;主语篇 3 包含两个阅读文本,分别介绍了经
典的喜剧角色憨豆先生及其扮演者;Writing

 

Work-
shop 要求学生创作自己的幽默故事;Viewing

 

Work-
shop 呈现了一段幽默表演;拓展阅读则进一步拓展
了单元主题,分别介绍了喜剧表演家卓别林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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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和英式幽默的特点。 本单元从不同的角度引导
学生探究主题意义(见图 1),学生在学习中理解幽
默的定义,探究幽默背后的故事和人物,知晓幽默的
益处,学会赏析和创作幽默故事,层层递进,深化对
单元主题的认知。

2. 明确单元大观念
教师要基于单元大观念,在看似各自独立的语篇

内容之间建立联系,梳理单元内各语篇的子主题,提
炼小观念,并在小观念之间建立显性关联,共同指向
单元大观念的建构(王蔷,等,2021)。 通过进一步研
读本单元语篇,我们可以挖掘语篇之间的共同联系,
并相应调整语篇的授课顺序。 通过提炼各语篇的小
观念,可以建构起“了解幽默—欣赏幽默—倡导幽默”

的单元大观念。 学生通过阅读幽默故事和有关英式
幽默的介绍,明确幽默概念、把握幽默内涵;在明确定
义后体验、赏析幽默表演,探究幽默背后的故事和人
物,进一步探究幽默的真谛;在此基础上总结幽默的
种种益处,并结合所学和个人经历创作幽默故事;最
后小组合作完成单元评价任务,推选“校园幽默之星”
并制作海报,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幽默,学习幽默这
一宝贵品质,倡导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基于单元内容的梳理和整合,教师能够在开展
单元教学之前,形成对单元内容的整体认知,把握单
元逻辑,形成完整的单元框架图(见图 2),建构小的
学习单元,指导学生循序渐进,不断深化对单元主题
的认知,逐步建构单元大观念。

图 1　 本单元各语篇主题

图 2　 单元整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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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确定单元目标,整合单元教学内容

单元教学目标要以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宗
旨,围绕主题引领的学习活动进行整体设计,教学目
标应该可达成、可操作、可检测,每个课时目标的设
定都要为达成单元整体目标服务,避免脱离主题意
义或碎片化的呈现方式(教育部,2020)。 教师在设
计单元教学目标时,要设计体现主题引领的学习内
容和学习活动的单元教学目标。 目标设计要采取整
体设计的方式,即从整到分再整合起来的方式,以使
教学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和发展性(梅德明、王蔷,
2018)。 基于大观念,教师可以整体规划,立足单元
内容总体框架图,确定单元目标和课时目标。 每个
课时的子目标与单元教学目标呼应,体现关联性和
层次性。 教师要检测自己的教学设计是否围绕主题
意义展开,是否能够遵循严谨的逻辑有效促进单元
目标的实现。

以 Humour 这一单元为例,基于“了解幽默—欣赏
幽默—倡导幽默”这一单元大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学
习板块(层次):第一层次,明确幽默概念、把握幽默内
涵;第二层次,赏析幽默表演、探究幽默真谛;第三层
次,知晓幽默益处、倡导乐观态度。 单元目标和课时
目标涵盖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四个方面的培养,具体单元目标与课时安排见表 1。

(三)立足单元目标,设计单元评价任务

在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中,输出被认为是
语言习得的动力,又是语言习得的目标(文秋芳,
2015)。 设计好单元评价任务,能够让学生提前知晓

输出任务,认真学习输入材料,有针对性地从中获得
必要的词汇知识、话题知识、语篇知识等。 明确单元
目标与课时安排后,教师要根据单元目标,设计单元
评价任务,为单元学习提供指导和输出驱动,引导学
生有选择地主动学习。 设计的单元整体任务既能涵
盖单元的主要内容,体现每个课时的学习情况,又能
指向最终单元目标的达成,每一课时的子目标都要围
绕该任务展开,为其提供语言、内容、技能等方面的支
撑。 针对 Humour 这一单元,最后的单元评价任务为
项目学习,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推选身边的“校园
幽默之星”并制作人物介绍海报(见下页图 3)。

这一项目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
幽默和身边的幽默人物,所涵盖的内容包括人物介
绍、格言分享、幽默轶事等,每一项任务都指向本单
元的大观念建构和课时目标。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针对性地获取和输出相关内容,在学习理解和应
用实践的基础上迁移创新,有效输出。 例如,任务 1
(呈现并解释所喜爱的幽默格言)要求学生在 Topic

 

Talk 中学会分析有关幽默的格言;任务 2(总结人物
幽默风格,描述幽默轶事等)要求学生在第 1 课中分
析幽默故事如何能达成幽默效果,在写作课上结合
所学技巧和生活经验创作幽默故事;任务 3(介绍所
推选人物的经历和人生态度等)要求学生在第 3 课
和拓展阅读 2 中梳理知名喜剧人物生平的同时,学
习他们的喜剧创作观和人生态度;任务 4(分析论证
所推选幽默之星对大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则要求
学生在第

 

2 课中总结幽默的益处以及在人际交往中
　 　 表 1 Humour 单元目标与课时安排

单元大观念 学习板块 单元教学目标 语篇 / 课时 课时

了解幽默
明确幽默概念

把握幽默内涵

介绍幽默的形式、原因和作用。 Topic
 

Talk 1

以举例的方式阐释幽默效果如何达成,说明

幽默故事的讽刺效果与现实意义。
Lesson

 

1 2-3

解释英式幽默的特点,比较中西幽默的异同

并论证说明。
Reading

 

Club
 

2 4

欣赏幽默
赏析幽默表演

探究幽默真谛

介绍喜剧角色的表演特点,介绍喜剧演员生

平并论证其取得成功的原因。
Lesson

 

3 5-6

说明幽默效果达成的方法(言语幽默和非言

语幽默)。
Viewing

 

Workshop 7

喜剧演员卓别林的喜剧创作观。 Reading
 

Club
 

1 8

倡导幽默
知晓幽默益处

倡导乐观态度

介绍幽默对身心带来的积极影响,用事例说

明幽默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Lesson

 

2 9-10

结合生活经验用所学技巧创作幽默故事。 Writing
 

Worksho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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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元评价任务

的作用。 该任务紧扣单元主题,与每一个课时紧密
相连。 学生能够在欣赏身边人物的同时潜移默化地
学习幽默这一宝贵品质。

(四)明确评价标准,检测教学效果

针对所设计的单元评价任务,教师要制定相应
的评价标准,以检测单元学习效果。 例如,针对本单
元的项目学习,可制定评价标准如下(见表 2)。

表 2 单元任务评价表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描述 评分

内容

·清晰阐述幽默格言(10 分)
·生动描述幽默轶事(20 分)
·准确介绍人生态度(10 分)

逻辑
·有力论证推选理由(15 分)
·描述积极影响并充分论证(15 分)

语言

·语言准确(5 分)
·词汇丰富(5 分)
·句式多样(5 分)

形式
·版面清晰合理(5 分)
·设计美观大方(10 分)

　 　 教师从内容、逻辑、语言、形式四个维度明确评
价标准,评价的指标与单元目标保持一致。 学生可
以对照各项标准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反思和改
进。 针对单元任务开展的评价,不再局限于考查学
生对某个知识点的记忆或技能的掌握,而侧重考查
学生对整个单元结构化知识的建构与内化,以及能
否将其运用于全新的情境解决问题。

三、结语
在大观念的引导下,教师能够从整体的角度审

视和挖掘单元内容的学科育人价值,聚焦主题意义
的建构,寻找同一单元多个不同类型语篇之间的关
联性和系统性,统筹安排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教

学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活动、学习任务和教学效果
评价等进行单元整体化设计,通过有效组织和实施
教学活动,在具体的语言学习和实践活动中达成学
科育人的目标。 教师基于大观念进行高中英语单元
整体教学,并将大观念贯穿始终,渗透于每一课时的
教学,可以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理解单元大观念,建构
结构化的知识,深化对主题的认知,形成全面的价值
判断和行为取向,发展核心素养,实现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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