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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元整体教学…… 

从“整体”的角度而言
，单元教学应该关注各个教
学模块之间的联系，应该有
比较明确的整体教学目标，
不可能面面俱到 

从“单元”的角度而言
，单元整体教学应该整合教
材，把“教科书”、“整本
书”、“语文实践活动”整
合在一起。 



单元整体教学特点 

整合教学资源 a 优化学习过程 

注重语文积累 b 强化言语实践 

服务实际教学 c 立足长远发展 



跨越式语文中的单元整体教学 

将完整单元的教学内容统整在一

起加以内容分析和目标设定，再以不

同的课型将单元目标逐步实现，从而

实现既能体现跨越式语文教学在教学

用时分配上的211原则，又能体现“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新型教学结构

的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设计方法和

实施方式。 



疑惑？ 

系统性？ 各课型？ 
各课时？ 

铺垫？衔接？ 

整体性？ 
…… 



系统性和连贯性 

教学的系统性是指：教学须循序、系统、连贯地进

行，遵循一定的规律 

连贯性表现在：前期已实施过的教学环节，前期已

经帮助学生养成的素质和能力，在后续的的教学中需

加以重视，不可在同一水平下做无效的重复。 

循序 系统 连贯 



课型和整体性 

各个课型的特点需凸显，各个课时的目标需明确，课时

之间的相互关联、课时的铺垫和衔接需时刻思量，从而

使各个课时如被串出的珍珠项链一般。 

整体性，是指在分课时思考教学时，需将各个课时的教

学目标和作用统整在一起加以考量。 



看我们的教材…… 

 

一二年级的教材虽以单元形式呈现，整个重点却是识字 



看我们的教材…… 

第6册目录 第8册目录 



看我们的教材…… 

第10册目录 第12册目录 



中高年级的教材转向 

 单元的主题更加突出 
 

 明确区分精读课和略读课 
 

 课文体裁多样，从原有的童话、故事、语言转向小
说、散文、叙述文等 
 

 从关注识字走向文学 
 

 对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要求更加规范 



明确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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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课标 

语文能力 3-4年级 5-6年级 

识字 2500，1600，初步独立识
字、规范正楷字 

3000，2500，较强独立识
字、规范正楷，有一定速度 

阅读 叙事作品，朗读、默读、略
读，形象、语言、人物、想
象、优美词语，40万字 

叙事、说明作品等，朗读、
默读、速读，顺序、表达方
法、场景、人物、细节、情
境、情感，100万字 

写作 记实文、想象作文、读书笔
记、应用文，自我修改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常见应用文，分享修改 
 

口语交际 讲述见闻、表达感受、讲述
故事、转述他人话语 
 

抓住要点、表达有条理、语
气语调适当、语言优美，书
面发言稿 

综合实践 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学会
合作、解决简单问题 

解决问题、讨论分析、查找
运用资料 



课文为靶心 存疑激趣 巩固主题 深化主题 

导读 课文 主题
读 

主题
写 

•通过单元导

读课激发学生

对本单元学习

的热情 

•  211课 

•  精加略 

•  同一主题 

• 不同类型 

•  单元大作文 

• 实践性活动 

• 语文性活动，如辩论、演

讲等 

•  中高年级语文教学包括单元导读、211、精加略、主

题阅读、主题写作、综合实践等类型 

二、单元整体教学课型介绍 

1课时 6-8课时 1-2课时 1-2课时 

综合 

实践 



1.单元导读课型 

 功能与作用 

导读

课 

有 

读趣 

摸 

学情 

知 

大意 

得 

线索 

单元主线 

课时串珠 

过程生成 

学生已有的基础 
（字词句篇法） 

本单元的教学需
求点（学生的疑
点、单元难点） 

与前期所学的提
升点 



参考教学流程 

课文
导入 

阅读
导言 

初读
课文 

个别
字词 

梳理
文章 

质疑 
推荐
阅读 

1.课文导入 
2.阅读导言，明确任务 
3.初读整个单元，了解内容 
4.个别字词（拼音难、理解难、四字词语等） 
5.再读课文，梳理事情人物等 
6.导学，质疑 
7.推荐阅读 



单元导读的案例环节 

 环节参照1：学生阅读要有单元导读卡 

 案例：人教五下七单元“作家笔下的人” 



单元导读的案例环节 

 环节参照2：要有参照阅读书目，配套单元主题 

 案例：人教六上七单元“人与动物” 

参照：三-六年级读整本书推荐目录和语文实践活动 



2.中高年级211课型 

 中高年级的课文依然可以通过211模式来完成，但211的教学流程稍有

变化，两个课时的教学重点也随着中高年级的学段目标而不同 

第一课时： 字词、背景、结构、文意 

第二课时： 方法、思想、主题、迁移 



第一课时： 字词、背景、结构、文意 

激趣导入 
引出标题 

检测自学 
听写字词 

随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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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高年级211课型 



第二课时： 方法、思想、主题、迁移 

 

字词听写 
引入新课 

 

核心问题 
引领，品析 
感悟重点段落 

 

写法探究 
主题阅读 
内化感悟 

 

方法迁移 
片段写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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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高年级211课型 



中高年级211的案例环节 

 案例：人教三下第八单元“神话故事、传说”《女娲补天》 

第
一
课
时 



中高年级211的案例环节 

 案例：人教三下第八单元“神话故事、传说”《女娲补天》 

第
二
课
时 



3.精加略课型 

 精加略课型是中高年级语文教学的常见课型，意在将精读课和略读课

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通常需要3课时的时间完成，找到有效的精略

结合点是这种模式实施的原则。 

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

备，略读才是应用 

——《略读指导举隅》 



结合
点 

内容 

结构 

写法 

主题 

3.精加略课型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第一课时 

教
学
重
点 

读通课文 

大意、结构、中心句段 

与目标重点等关系不大段落 

知识目标 

自主提问质疑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 

精读课+略读课教学——第1课时： 
• 情境导入 

• 初读课文，学习生字（也可以在理清课文结
构后，随文识字） 

• 整体感知课文，理清课文结构 

• 自主质疑，利用扩展阅读（可以在课文学习
之前，也可以在后）、生活经验、上下文解
决知识性目标（对于情感类课文，有时也需
落实情感的铺垫） 

• 小结，准备后续教学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第二课时 

教
学
重
点 

课文主题 

重点句段 

扩展阅读：比较阅读 

写作渗透 

探究学习：问题、表格、合作等 



精读课+略读课教学——第2课时： 

 教学进程结构： 

• 复习导入 
• 探究学习，品读课文 
• 对比阅读，学习略读课文 
• 迁移学法，扩展阅读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第3课时 

教
学
重
点 

主题升华 

对比分析精略课文 

写作方法指导 

拓展阅读 

迁移写作 



精加略教学重点与流程 

精读课+略读课教学——第3课时： 

• 教学进程结构： 
• 小结课文主题和写法 
• 对比阅读，主题深化与写作方法指
导 

• 扩展阅读，迁移学法 
• 写作表达 



精略结合课型各课时侧重点 

三个课时教学目标分布 

 第一课时：围绕生字词、抓住课文大意，梳理结构进行，拓展阅读背景性或知识性材料，

写作简短内容 

 第二课时：围绕课文主题，理解（重点）、分析（方法）、深化（略读）、迁移（拓展），

其中拓展紧扣主题的材料 

 第三课时：围绕语言应用，抓住训练重点（主题深化、结构运用、写作手法等），充分拓

展阅读，针对重点写作 

三个课时的核心词 

 理解（从外到内，写了什么[大意,脉络]） 

 品悟（从外到内，为什么这样写[意图],好在哪里[揣摩]） 

   （学一学［精］；练一练［略］；用一用［拓］） 

 创造（从内到外，我也可以这样应用[主题,写作手法]） 

 



精加略教学案例分析 

 案例1：人教四下三单元“大自然启示”《花钟》+《找骆驼》 

 方法迁移环节 



精加略教学案例分析 

课文讲解 拓展阅读 写作 

第一
课时 

不同难度要求的生字词；
初读课文；感受并朗读
优美段落；分析比喻和
拟人手法 

运用比喻和拟人
手法，描写花的
姿态颜色形状的
8-10个短小精彩
片断 

运用比喻拟
人手法写花
的一个方面，
三言两语 

第二
课时 

深读课文，分析结构，
总结学法；运用方法学
习略读 

与此结构相似的
其他完整文章5-6
篇，巩固深化迁
移 

无 

第三
课时 

重点回顾（写作结构），
口语应用；拓展阅读，
自列题纲，修辞运用 

按照“观察分
析”的结构组织
的3-4篇少儿作文
拓展材料 

先列题纲写
顺序（用结
构），再细
化写作（用
比喻拟人手
法） 

《花钟》+《找骆驼》三课时整体对比 



精加略教学案例分析 

 案例2：人教五下七单元“作家笔下的人”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和《金钱的魔力》 

 突破重难点 



精加略教学案例分析 

 案例3：人教三上六单元“壮丽祖国山河”  

《富饶的西沙群岛》和《香港》 

 方法外化 



主题阅读： 

五下第八单元

《异域风情》 

主题写作： 

五下四单元《那

些人那些情》 

关于主题阅读和写作课，我们先来看案例 



落实单元

目标 

概全貌 

整体感知

内容 

展视野 

拓宽文章

角度 

加大阅读

量 

挖深度 

目标内化 

练文法 

语文性的

运用 

4.主题阅读课型 



明确阅读任务 

导入，回顾单元重点 

深度阅读，合作完成任务 

汇报交流，展示收获 

不同课文主题、立足整体 

 阅读篇章选择、阅读方式和
速度、无任务阅读 

 阅读活动设计、阅读成果展现
、合作分工、小组长作用 

教师总结提炼、学生共鸣、 
日积月累 

4.主题阅读课型 



单元 
主题写作  

呼应单元主题  

评改、练笔 方法外化  

单元主题写作课是最能体现整个单元学习效果的课

型，是继导读、课文、阅读课之后的升华课型，是在单

元目标的基础上，学生通过写作、评改等方式或活动来

提升语文素养的课型。 

5.主题写作课型 



5.主题写作课型 

Your site here LOGO 

梳理写法（呼应前文，

写作的角度） 

联系个人实际，写作

（可与语文园地结合） 

习作修改 

汇报交流 

42 

梳理写
法 

个性化
写作 

习作修
改 

个性交
流 



三、整体案例分析 

 



共同看《热爱生命》单元案例 

 请宋英波老师分享单元整体教学的备课感受 



单元整体教学特别注意 

单元导读课中的阅读整本书如何呼应后边的课型方能体现
整体性？ 

 

综合实践活动没单独提供教学设计，是考虑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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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备课工作 

 

请各组抽签决定备课的年级 

http://edu-dashi.com/tool/suijifenzu/ 

所有的年级都从整体教学角度进行设计，请规划
出整个单元的课型、课文、分课型目标（契合单
元整体目标） 

写在大白纸上 

 

http://edu-dashi.com/tool/suijife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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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体教学注意事项 

 模式灵活化 

 与生活紧密相连 

 充分利用技术带来的优势 

 优质资源共享 



1.切忌生搬硬套 

 学习别人的成功的教法当然很必要。但是不宜生

搬硬套，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具体情

况作适当的变通。同一种教法，因为教的人不同，

学的人不同，收到的效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叶圣陶教育名篇》 



2.设计回归生活的活动 

 从生活中来的语文，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儿童学习语文，固然大多是

在课堂上，但他们不能远离生活学语文。除了课堂应从校内扩大到校

外，即便在教室里，生活的春风也应吹拂进来，让语文带着生活的盎

然春意。 

-李吉林《李吉林与情境教育》 



3.技术出现的时机要把权衡好 

 



4.整体教学资源 

 整体教学课程栏 

http://pkuyuwen.org/?post_type=zhuanti&p=3694&view=article 

 

 主题阅读资源http://www.eywedu.org/ 

 

 单元教学活动http://ipsm.hn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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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稿整合了吴娟副教授、余胜泉教授等人的讲稿，一并感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