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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设计要求我们在开始设计一个单元或课程的时候，

就要通过评估证据将内容标准和学习目标具体化。因此，我

们在单元设计的时候，前提是要明确单元教学目标。

进行单元教学设计首先要明确教学目标。单元教学目

标的制定不能仅考虑一单元的学习内容，应从课程的整体性

全局性角度出发，应先分析学段、学年、学期的总体任务，

把握一单元的目标定位。使每个单元目标成为总目标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对教材进行深入分析，统筹各学习

板块内容之间的联系，分析“共性”和“个性”，从中精选

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具体

训练点 [1]。在分析教材制定教学目标时，还要把握课程标准

对学生总体的培养要求，使单元教学目标既要回应单元要

求，又要从具体知识和能力养成入手，落实落细。单元教学

目标的确定还要基于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目标应与学生最

近发展区像适应，使学生通过一单元的学习能达成单元教学

目标的要求。

下面以七年级教材为例阐释单元教学的实施。

教师在设定单元教学目标时，要从整体角度出发，考

虑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联系，明确单元之间培养目标的内在逻

辑性和连接点，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按层级设定目标，使学

生由浅入深、有规律地进行学习。

统编本以“双线组元”的方式来组织单元，既包含人

文主题也包含作为知识的语文要素。语文要素中比较突出的

就是以阅读方法来编写单元。七年级下册主要学习精读、略

读和浏览。朗读和默读是阅读中最基础也是贯穿整个语文学

习的阅读方式。前两个单元学习朗读，通过朗读来感知课文

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后四个单元通过默读的形式学习如

何把握文章大意，理清作者思路，把握文章中心，所以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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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品味语言是七年级上册前两个单元的主要任务。第一个单

元通过学习外部朗读技巧重音和停连感受声韵美，第二单元

要求朗读的语气和节奏变化，把握文中的情感基调，两个单

元各有侧重，又互相呼应 [2]。所以第一单元教学朗读中注意

朗读的具体指导，使学生初步掌握规范的朗读方法，为第二

单元和以后学习中更高层次的朗读做好铺垫。

单元教学目标的确定要充分研读教材，明确选文的目

的和特点，把握教学内容方面的共性，从而确定单元学习的

重点。单元学习重点在单元导语中有初步体现，单元导语是

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提要，统编本的单元导语主要包括了一

单元的人文主题、选文的共同特点、学习重点和学习方法建

议，是整个单元学习的纲领。通过分析单元导语，可以总结

出第一单元的学习重点是根据文字想象情景、通过掌握重音

与停连来感受声韵、品味语言、体会比喻与拟人的表达效果。

结合第一单元的选文来看，第一单元的阅读课文包含

了描写自然景物的现当代散文和古代诗词，都是名家作品，

都是名家名作，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情感都有较高的价值。

三篇散文中，《春》是一篇诗意盎然的散文名篇，作者抓住

春的特征，用诗的笔调描写了春回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象，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春的向往和喜爱。作为本单元第一篇课

文，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3]。《济南的冬天》展示了济南冬

天独特的山水景物，作者老舍通过对济南冬天美景的描绘来

抒发自己地祖国山河的喜爱之情。《雨的四季》同样具有诗

意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和独特的情感，作为自读课文也非常

适合学生品赏，学生可以调动感官，通过联想和想象来体会

作者笔下“雨”的情致和风韵。《古代诗歌四首》都是写景

抒情的佳作，学生通过朗诵、联想和想象进入诗词情境，体

会诗词中情景交融的特点，初步学习赏析诗词的方法，激发

学生对学习中国古典语言的兴趣。第一单元的写作教学，引

导学生通过作家的双眼去学习如何观察生活，如何表达自己

的思想与情感。这样的写作训练能促使学生细心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中的多姿多彩，消除学生写作的畏难情绪。在学习

课文的过程中，掌握典型的景物描写的方法，学习各种修辞

手法，巧妙运用于自己的作文。所以每篇文章承担的各项教

学任务应有所侧重。

学习活动：校园寻美、大家说美，活动要求包括：金秋

九月，踏入新的校园，寻找九月校园里独特美景，可以用文字、

照片、图画、影像等形式把这些没记录下来；以自己喜欢的

形式展示感受到的九月校园的独特美景（如视频、幻灯片、

图画、语言文字）；结合自己的寻美过程思考并讨论“如何

发现自然之美？”“如何用文字表达自然之美？”这两个问题。

学习目标：认真观察自然，发现校园里的独特美景，

激发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能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对自己发现的

美景进行描述。

“校园寻美”活动具有开放性和体验性，它可以充分

调动学生的感官和直接经验来认识校园，初步培养学生发现

自然之美的能力。在“大家说美”活动中，学生分享自己对

校园的认识，在分享交流过程中，学生能发现自己没有注意

到的独特景致。在活动中设计了“如何发现自然之美”“如

何用文字表达自然之美”两个问题引导大家思考讨论，学生

根据自己的经验各抒己见，为了找到更充足的答案，教师引

导学生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进单元阅读文本，通过课内外

文本的学习来寻找答案，学生能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原有

认知结构进入阅读文本的情境中，能促使学生进行深度文本

阅读。

学习活动：寻找文字中的自然美；边读边品。

活动要求：快速阅读本单元前三篇课文，了解单元内容，

明确单元课文的共同点；感知课文内容，充分调动感官，发

挥联想和想象，以游览的方式寻找作者笔下有哪些独特的景

物，形成“旅游总结”。

精讲精练示范：

篇目：《春》

①通过听名家范读、师生朗读的形式学习如何朗读。

②通过朗读来品味语言，欣赏精彩语句和段落，重点

体会比喻、拟人的表达效果。寻找自己喜欢的句子和段落进

行赏析。

③通过朗读和品读体会文章的深层情感。

④对生字词和优美语句段落进行摘抄和识记积累。

合作探究展示：

篇目：《济南的冬天》《雨的四季》《次北固山下》《天

净沙秋思》

①根据精讲精练示范课文的学习以及提供的学习任务

表，自主合作学习这四篇课文。

②根据学习任务表，自主选择朗读内容，形成朗读感悟，

然后组内成员互相分享点评，能形成自己的朗读作品和感悟

体会。

③完成任务表后以小组形式展示学习成果。

④对学习成果进行总结，积累好的写作方法并进行仿

写练习。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段或几段练习朗读发布到班级

“读吧”中，进行优秀作品评选展示。

学习目标：能整体感知课文内容，了解本单元课文共

同特点。

①调动感官、联想和想象进行阅读，发现作者笔下的

景物之美。学习重音和停连的朗读技巧，学会有感情、有节

奏地朗读课文。

②品味语言，揣摩、欣赏精彩语句或段落，体会比喻

拟人的表达效果，并摘抄记录。联系自身学习和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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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普及度，提供科学合理的训练内容以及完备的训练条

件。争取更多相关人员的支持，加强经费投入，加强教练员

队伍的建设，组织专业的篮球训练培训，优化教练员队伍结

构 [3]。积极开展篮球比赛，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完善课外

训练的管理体系，建立家校共创的课外篮球训练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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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作者对自然的感情。

学习活动：寻找亲近自然的方法；书写我感受到的自然；

建立作文分享站。

活动要求：结合课内外阅读，进一步探究“如何发现

自然之美？”“如何用文字表达自然之美？”这两个问题，

可以举出具体的例子；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季节、一处景物

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结合对“如何发现自然之美”“如何用文字表达自然

之美”两个问题的总结，要求写出景物特点、写出自己的思

考和感悟的体会，字数不少于 500字。

把自己的作品发布在班级的作文分享站中，教师和同

学之间可互相阅读评论修改。

学习观察景物的方法和抓住景物特点进行描写的写作

方法。观察自然，发现自然之美，激发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之情。练习亲身经验，能用文字描写自然之美，抒发对自然

的热爱之情。

以上三项活动，包括了主题—任务—活动，以单元为

单位完成单元教学，学生的活动感受比较充分，而且活动反

馈形式比较新颖，学生兴趣也很浓厚。

逆向设计有四个关键点需要设计者注意，①要在课程

完全开发之前就彻底想清楚评估内容；②要根据评估预期结

果所需的证据对熟悉和喜欢的活动及项目做进一步修改；③

教学方法和资源材料的选择是放在最后的事情，教师要记住

设计学生工作是为了让他们达到标准；④教师的角色可能会

从主要资源变成支持材料。如果要实现教学目标，仅依赖教

材是有局限性的，需要其他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在设定目标

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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