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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整体关联性的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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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元教学既是实现教学目标多元化、 教学方式多样化、 实施整合教学的有效策略， 也

是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基本教学理念。 整体关联性是单元教学设计的核心要素。 研究者以一道课本习题

为例， 依据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 运用类比的方法， 对 “直线的法向量、 点法式方程及其应用” 的高

考复习课进行单元教学设计， 通过深度教学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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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倡导教师整体把

握课程能力的背景下， 课时教学设计已经显得捉

襟见肘， 单元教学设计成为突破问题的关键。 单

元教学设计立足于教材， 将教材中具有内在逻辑

相关性的知识进行整理、 拆分、 组合， 形成完整

的教学单元， 有序规划教学要素， 提升教学效

果［１］。 高中数学单元教学是对数学知识结构的整

体认识， 能促进知识间的融会贯通。 因此， 整体

关联性是单元教学设计的核心要素。 那么， 如何

在单元教学中体现整体关联性呢？ 笔者以人教 Ａ
版高中数学必修 ２ 一道课本习题为例， 依据普遍

联系的哲学原理， 运用类比的方法， 对以 “直线

的法向量、 点法式方程及其应用” 为主题的高考

复习课进行整体关联性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反思。

一、 教学设计

（一） 教学引入

教师首先出示一道人教 Ａ 版高中数学必修 ２

第三章习题 ３ ２ Ｂ 组的习题， 然后引导学生进行

证明。
引例　 设点 Ｐ（ｘ０， ｙ０） 在直线 Ａｘ＋Ｂｙ＋Ｃ ＝ ０

上， 求证这条直线的方程可以写成Ａ（ｘ－ｘ０）＋Ｂ（ｙ－
ｙ０）＝ ０。

（证明过程略）
（二） 新知形成

引例证明过程比较简单， 其潜在的价值很容

易被大部分教师所忽略。 正如波利亚说过， 每道

题都没有完美的解法， 总会遗留一些工作要做，
在充分的探讨总结后， 总会有新的发现， 改进这

个解答， 并且我们能在这个过程中深化对解答的

理解。 因此， 在解题后， 教师通过设置问题串引

导学生对问题进行观察分析、 总结类比， 让学生

能够思考题目背后的数学思想方法， 从而产生新

的领悟和判断， 提升数学核心素养。
问题 １： 你如何给此方程命名？
该问题是建立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 （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