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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策略

郝Ǔ锐
天津市西青区为明学校Ǔ天津Ǔ300380

摘Ȟ要：在新课标理念指导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策略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该策略通过明确单元主

题、整合单元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创设探究情境、增设拓展活动及增强内外联动等方式，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这些策略有助于落实课标要求，推进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实

现“单元”向“大单元”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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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新课标的深入实施，小学语文教学面临

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促进学生全面、系统、深入地学

习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策略应运而生。该策略打破传

统教学的局限，注重知识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旨在通

过整合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主动性，培养其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本文旨在

探讨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策略的具

体实施路径与价值意义。

1��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的理论基础

1.1  新课标的教学理念与目标
新课标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这一理念贯穿于整个小学语文教学的始终。（1）强调
学生主体地位：新课标明确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这意味着，教师应转变传统的

教学观念，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

者，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培养他们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2）注重全面发展：新课标不仅
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掌握，更注重他们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念、身心健康等多方面的培养。因此，小学语文教学

应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帮

助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

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此外，

新课标还提倡综合性、实践性教学。这要求小学语文教

学应注重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跨学

科整合、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

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

1.2  大单元整合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1）将相关内容进行综合，形成单元形式：大单元

整合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中以单篇课文或知识点为单位

的孤立教学方式，而是将相关联的教学内容进行有机整

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学习单元。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助于

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提高他们的知识迁移能

力和综合运用能力。同时，通过单元形式的教学，教师

还可以更好地把握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2）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与整体性：大单元整合
教学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与整体性，注重知识的内在逻

辑和系统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发现知

识之间的联系，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种教

学方式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他们

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时，注重知识的整体性还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整合能力和创新精神。

2��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的价值

2.1  有利于落实课标改革要求，推进语文课程改革
（1）整合教学内容，优化课程结构。在大单元整合

教学模式下，教师不再孤立地教授单个知识点，而是将

相关联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单

元。这种整合不仅限于同一册教材中的内容，还可以跨

越不同年级、不同教材，将相关知识进行有机融合。这

样的课程结构更加优化，能够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

体系，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整合后的教学内容更加贴

近学生生活实际，增强了教学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有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2）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促进
全面发展。大单元整合教学不仅关注学生的知识技能掌

握，更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实践能力等多方

面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设计多样化的教学

活动，如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实地考察等，让学生在

掌握语文知识的同时，也能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

面得到熏陶和提升。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养，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2]。

2.2  有利于凸显语文大单元主题，减轻学生学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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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单元主题，引导深入探究。每个大单元都
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通常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或

社会热点紧密相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围绕单元主题

展开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这种教学方式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促使他们主动思考、积

极探究，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2）帮助学
生构建知识体系，提高学习效率。大单元整合教学注重

知识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体

系。在每个单元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将

相关知识进行串联和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

这样的知识体系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知

识，还能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和应用能力。

2.3  有利于实现“单元”向“大单元”的转变，提升
学生综合能力

（1）模块化教学，强化知识联系。在大单元整合教
学中，每个单元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这些模块之

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通过模块化教学，教师能够

更加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和整体性，帮助学生形成系统

的知识框架。同时，模块化教学还便于教师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探究能力。大单元
整合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通过设计开放性的问题、引导性的活动和

自主性的评价方式，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这

种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

们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自主学习

和探究，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语文知识，提

高他们的综合素养和综合能力。

3��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学的策略

3.1  明确单元主题，制定课堂目标
（1）分析单元内容，确定核心主题。确定核心主题

是大单元整合教学的逻辑起点。教师需以课程标准为

纲，对教材中的课文、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板块进

行深度剖析，提炼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例如，统编教

材中《观潮》《走月亮》《秋晚的江上》等课文，虽文

体各异，但都蕴含着“自然之美”的共通点，可将其整

合为“触摸自然的诗意画卷”主题单元；若结合学生对

航天科技的兴趣，还可将科普类课文与天文纪录片、科

幻文学片段融合，打造“探秘浩瀚宇宙”主题单元。同

时，教师应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如将江南水乡的课文与

实地研学结合，使主题更具地域贴近性与生活关联性。

（2）制定具体、可操作的课堂目标。课堂目标需遵循
“三维一体”原则，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的有机融

合。以“触摸自然的诗意画卷”单元为例，知识目标设

定为：学生能准确分析至少3种修辞手法在写景文中的作
用；能力目标为：通过小组合作完成自然观察日记，并

运用思维导图梳理景物描写顺序；素养目标则是：培养

学生对自然的审美感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为

确保目标可操作性，教师可设计“目标达成进度表”，

通过课堂问答、作品展示、实践任务等多维度评估学习

效果，动态调整教学节奏[3]。

3.2  整合单元内容，优化知识结构
（1）梳理单元知识点，构建知识框架。整合单元

内容需打破教材编排限制，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在

“中华传统节日”大单元中，教师可将诗词（如《元

日》）、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节日习俗（如

端午赛龙舟）等内容分类，以“起源-文化符号-文学表
达-现代传承”为主线，绘制鱼骨图式知识框架。同时，
融入跨学科元素，如结合数学统计节日消费数据，借助

美术设计节日手抄报，使语文知识与其他学科产生联动

效应。（2）注重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衔接。知识点的
衔接需体现螺旋上升的学习规律。在“人物成长”大单

元中，低年级聚焦儿童自我认知（如《文具的家》），

中年级过渡到同伴交往（如《掌声》），高年级深化为

社会责任（如《桥》）。教师可设计“成长档案袋”活

动，引导学生对比不同阶段人物的心理变化，总结成长

所需的品质；在写作训练上，从低年级的片段描写，到

中年级的情节叙述，再到高年级的主题升华，形成梯度

化能力培养路径。

3.3  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果
（1）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兴趣。多样化

教学方法能激活课堂生态。在“寓言故事”大单元中，

教师可运用“情境四步法”：通过动画短片创设故事场

景，组织学生分角色朗读还原情节，开展“寓意辩论

赛”深化理解，最后进行“寓言新编”创作。针对《陶

罐和铁罐》，还可引入VR技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故事
场景；学习《守株待兔》时，采用项目式学习，让学生

设计“防沉迷陷阱”主题海报，实现从知识接受到创新

应用的跨越。（2）注重实践与体验，提高学生参与度。
实践体验是培养核心素养的关键路径。在“职业启蒙”

大单元中，开展“职业体验周”活动：邀请医生、消防

员等从业者进行职业分享，组织学生到社区进行职业角

色模拟（如“小小讲解员”“临时交通协管员”），最

后撰写职业体验报告。通过角色扮演、实地调研、成果

展示等环节，学生在真实任务驱动下，提升沟通协作、

问题解决等综合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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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创设探究情境，深入解析主题
（1）设计探究性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究性问题

需具备层次性与开放性。在“环保行动”大单元中，教

师可设计“问题链”：基础层提问“校园垃圾的主要类

型有哪些”，进阶层探讨“塑料污染的科学原理”，拓

展层思考“如何设计环保公益广告”。通过“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链条，引导学生运用查阅文
献、实地考察、实验验证等方法开展探究，培养批判性

思维。（2）创设真实情境，加深学生理解。真实情境能
促进知识迁移应用。在“舌尖上的家乡”大单元中，教

师可联合本地老字号餐厅，组织“家乡美食文化节”：

学生分组担任“美食记者”采访厨师，“文化研究员”

撰写美食故事，“营销策划师”设计推广方案。这种沉

浸式体验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深化对家乡文化的理

解，同时提升语言表达与文化传播能力。

3.5  增设拓展活动，设置阅读任务
（1）开展课外阅读，拓宽学生视野。课外阅读需构

建“1+X”阅读体系。在“神话传说”单元学习后，以
教材中的《盘古开天地》为基点，推荐《中国神话故事

集》《世界经典神话与传说》等拓展书目，组织“神话

故事会”“神话人物卡牌设计”等活动。同时，利用数

字化平台开展“线上共读”，通过打卡、批注、讨论等

功能，实现阅读过程的可视化与互动化。（2）设计拓展
性活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拓展活动应注重学科融合

与创新应用。在“汉字文化”大单元中，举办“汉字嘉

年华”系列活动：开展“汉字溯源”研究，让学生通过

甲骨文数据库探究汉字演变；组织“汉字创意编程”，

用代码实现汉字动态效果；进行“汉字戏剧创编”，将

汉字故事改编为课本剧。通过跨学科实践，学生在动手

操作中感受汉字的文化魅力。

3.6  增强内外联动，打造综合环境
（1）整合课内外资源，丰富教学内容。资源整合需

实现“三向联动”：校内联动图书馆、实验室等功能教

室，建设主题学习资源库；校际联动周边学校，开展

“大单元教学联盟”研讨活动；社会联动博物馆、科技

馆等场馆，开发研学课程。例如在“红色文化”单元

中，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邀请老战士口述历史，

结合影视资料制作微纪录片，形成立体化教学资源矩

阵。（2）加强家校合作，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家校合作
需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在“感恩教育”单元中，

设计“家庭感恩实践卡”，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完成

“为家人做一件小事”“录制感恩音频”等任务；开展

“亲子共读家书”活动，组织家长进课堂分享家庭教育

故事。通过双向沟通与合作，将学校教育理念延伸至家

庭，形成教育合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课标背景下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整合教

学策略，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革新与超越。它以学生为

中心，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实践性，通过明确单元主

题、整合内容、创新模式、创设情境、增设拓展与加强

联动等策略，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体验。

未来，随着教育实践的不断深入，大单元整合教学策略

将进一步完善，为培养具有全面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时代

新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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