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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core quality of stud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positioning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and complete the reconstruction goal of “learning proces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Ju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ork, teachers are required to face up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education, use reasonable 
means	to	carry	out	diversified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unit teaching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Based on large unit teaching,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econstruction measures of “learning course”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Chinese 
literacy and the quali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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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初中语文“学程”再建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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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背景下，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需要结合初中语文的定位，在大单元教学视域下完成“学程”的
再建构目标。初中语文是初中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时要求教师们正视现阶段的教育趋势，运用
合理化的手段开展多元化活动，促使学生的学习能力稳步提高。大单元教学视域给初中语文提出了新的要求，论文立足于
大单元教学，将探讨初中语文“学程”再建构措施，以期提升学生语文综合素养和初中语文教学的质量，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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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初中语文教材主要运用了双线结构，通过特定的主题

串联起各个知识点和能力训练点，让学生在完整体系的支撑

下顺利完成阶段性目标。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依照特定的

主题来开展教学活动，保证稳步引领学生们提升核心素养，

在明确的学习任务中强化自身的能力 [1]。

2�大单元教学模式概述

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了解学生的主体价值，同时

还要制定出可靠的实践方案，让学生们有目的的前进。大单

元教学是看重知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将单

元视为教学单位，在整合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方法的基础上

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在大单元视域下，教师应对教材内容

深入挖掘，由此可以确定清晰的主题，同时还能设立出相对

理想的教学目标。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依照学生的年

龄特征和认知水平选择恰当方案，保证学生进一步强化学习

能力，转变对初中语文的认识。还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资

源，使学生们的学习拥有动力支持。总而言之，大单元教学

的核心理念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倡导突出知识的内在联系

和整体实效性，帮助学生们在开阔视野的过程中付诸实践 [2]。

3�大单元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在大单元教育理念的支撑下，初中语文教学制定出更

加严谨的方针，让学生和教师的配合更及时、更到位，满足

了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需要明确大单元在初中语文教学中

扮演的角色，从单篇教学和教学模式等多个角度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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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实际的作用。

3.1�突破单篇内容限制
在新课改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拥有了清晰思路，同

时也确立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为收获理想的教育成果，

需要教师们转变思想观念，根据学生学情制定出具体策略。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明确大单元这一基本定位的积极作

用，要抓住适宜的方式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确保学生全身

心参与到具体实践，为自身综合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大单

元设计主要是以单元视角编排教材，突破了以往单篇内容的

限制，通过全新的视角加以实践，推动教学活动有序开展。

大单元视域下，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教师也

能将相应的内容转化为清晰目标，促使学生们充分展示主

体价值，打破机械化和浅表化的学习模式。相关工作开展环

节必须合理的运用具体手段，还要通过适宜方式优化实践成

果，保证大单元再建构目标圆满完成，为后续活动推进奠定

基础。

3.2�优化教学模式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了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教师应积极优化教学

模式，跟随当前的大单元教学方针，促使学生们接触到结构

性更强的内容。大单元教学可以优化整体的课堂，将原本固

化的课堂转变为教师引领和学生为主的自主课堂，以此培养

学生的学科认知，提升他们的学科素养 [3]。在大单元教学理

念的引导下，教师可以详细了解学情，在总结现有经验的基

础上，争取顺利完成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只有采取科学化

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们发挥出自身价值，全身心投入学

习实践中，积极配合教师们的引导与帮助。需要明确教学模

式的转变是形势所迫，因此必须根据基本定位和发展情况加

以分析，保证运用的教学模式展示出教育价值。

3.3�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在新课改背景下，大单元教学拥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

即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初中语文教学中，要明确单元教学

的设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学的难重点设置出特定情

境，促使学生们感知到学习乐趣，在主动实践中转变自身认

知，努力优化学习成果。在大单元教学视域下，教师明确了

具体的教学目标，为学生们提供了必要的教学引导，确保学

生在提升审美意识的过程中收获圆满的学习成果。考虑到初

中语文是基础学科，为提升整体的质量水平，需重视相应的

实践思路和教学方针，稳步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促使学习

资源进一步优化。

大单元视域下的教学流程图见图 1。

4�大单元教学视域下的初中语文“学程”再
建构措施

大单元教学视域下，初中语文的学习过程更加清晰，

同时也有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对于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优

化学生的学习成果均有较大帮助。为了充分发挥大单元教学

的优势，在初中语文中应重视“学程”再建构，寻找合理的

路径加以实践。

4.1�利用导读进行“漩涡式”再建构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各单元之间会按照特定的顺序加

以排列，如自读和综合性学习等，不管是何种方式，都要进

行科学的规划和分解，这样才能实现既定目标，让单元教学

展示出强大功能。在大单元教学模式的引导下，必须重视单

元导读这一基本定位，通过梳理相应的脉络，让旋涡式建构

体系加以呈现。通过导读呈现的内容，可以清楚了解不同内

容间的继承与互补关系，抓住相应的切入点，为学生们规划

清晰的课程目标，培养他们的学科思维 [4]。“漩涡式”再建

构能够让问题意识逐步增强，加深相应的思维层级，促使学

生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比如体现人文主题的《纪念白求

恩》《走一步再走一步》等，均能引导学生们积极思考人生

问题，在科学的规划中珍爱生命。大单元教学中可以根据单

元导读罗列出相对应的学习清单，通过构建起完善的任务

群，引领学生们熟读文本，利用跨文本的方式提高自身的审

图 1�大单元视域下的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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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能力。通过清晰感受导读的内容，让学生们明确学习这部

分文章的主要目标，借助清晰的刻画与判断，助力实践过程

的有效提炼，争取顺利完成情感的再建构目标，完成对未来

学习的有效规划。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引领学生们积极

的参与，根据大单元呈现的主题内容有目的的前进，扎实落

实细致分析，制定出科学的学习方案，稳步强化学科素养，

为综合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总结上述的实践方

案，明确了大单元视域下初中语文“漩涡式”再建构模式，

要求教育工作者详细分析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制

定出合理方针，以保证最终的成果达到预期。

4.2�在迁移中完成“关联式”再建构
初中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时需

要教师和学生的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既定目标。新课改背景

下，教师主动突破传统思维的限制寻找到更加适宜的实践方

案，主张让学生们在综合探索中努力强化个人能力，为学科

素养的培养稳固根基。大单元视域下，初中语文的知识点串

联和迁移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能力，对于优化他们的学习成

果具有较大帮助。教师应从课程视角和学习视角详细分析，

了解可以构建的单元学习环，确保学生们能够在精挑细选的

内容中完善自身的学习模式，巩固基本的学习基础。教师要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构建起清晰任务群，让学生们在对应的

实践环节融入课堂氛围，努力完成“学程”的“关联式”再

建构目标。不同内容的难易程度和关联程度各异，要求教师

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精准的判断，确定可靠的实践方式，让各

种内容在相互交融中展示出教育功能。大单元教学主要是在

单元内容的支撑下串联起各种碎片知识，构建清晰的教学脉

络，助力学生更好的学习 [5]。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多数内容

都是将情感作为初始点，在适当的迁移中可以寻找到同类文

章的情感内涵，保证学生们更加透彻的感悟。在“关联式”

再建构的过程中，依据主题和文体可以创设出特定情境，搭

配着音乐以及美术等多个要素，让学生们感知到轻松活跃的

氛围，为自主探究创设优良条件。如《伟大的悲剧》和《列

夫·托尔斯泰》就是同类型的文章，能够让学生在解读时

代背景中感知人物形象，便于了解别样的人生。古诗词是初

中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教学环节可以将相应内容实

现有效衔接，遵循着特定的学习原则，保证学生们全面分析

文体及方法等不同要素，以便更好地关联实际内容。教师要

明确学生的基本情况，在科学定位和分析中保证学生主动参

与，通过强化综合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4.3�从异同角度实现“专题式”再建构
大单元教学主要是对单篇内容加以整合，通过科学的

引领，让学生们明确主题内容，实现简单到复杂的学习目标。

大单元教学就是将某一篇文章作为起点，在深入挖掘中实现

必要的延伸，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还原真实的语文

风貌。应将异同当做主要支架，看重相关体系的再构建，保

证将丰富多样的学习专题呈现出来，满足既定的任务指标。

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可以适当组合各种材料，构建起符合

学生视角的学习大单元。比如《秋天的怀念》《老王》以及《背

影》等都是可以解读文本情感和传达自身愧疚之情的文章，

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也有相同之处，因此可以将其当

作一个出发点，实现相关体系的再建构，帮助学生全面理解

文本内容 [6]。大单元教学可以通过异同点融合不同篇章的内

容，让学生们拥有一个进阶的空间。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

情况合理设计，按照特定的单元内容构建清晰的知识框架，

确保学生们更好地投入实践，努力完成既定的任务目标。在

大单元教学中，要以开发价值作为根本出发点，通过合理的

再建构过程，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确保学生在有效的延伸

和驱动中明确基本定位。即便是不同的文体和不同主题，也

能及时确定契合点，促使学生在兼顾学习的环节努力强化自

身总结能力，为知识的再建构和思维的纵深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相关的实践环节，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要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成长特点加以分析，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提出合理

建议，促使最佳成果得以呈现，推动初中语文大单元教学的

整体进程。

5�结语

初中语文教学中，大单元建构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其

为学生们的学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教师们拥有了

崭新的教育思路。为进一步提升初中语文学习成效，教师在

大单元视域下应合理安排“学程”再建构活动，促使学生们

积极的参与和实践，帮助他们在不同的探索实践中有所收

获，满足自身长远发展的需求。在论文的分析中，了解到初

中语文大单元视域下的“学程”再建构思路，应重视相应的

实践方案，旨在为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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