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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题：建构单元整体结构，促进学生理解性学习

授课专家：吴正宪

授课时间：2023 年 0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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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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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

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

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年度直播课 38节）；“名师示范”

即专业类课程，共 37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节、初中 13节、高中 9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名师

示范

小学

9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

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

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

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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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著名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任北

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室主任，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研制组核心成员。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数学特级教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她的数学教学被

称作“爱与美的旋律”。

吴正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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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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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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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一、什么是大单元

（一）核心要素本质相同

（二）核心素养表现一致

二、数与运算的一致性

（一）数的一致性

1. 数量的抽象

2. 单位的表达

（二）运算的一致性

1. 单位

2. 位值

3. 进率

三、大单元的特征

（一）价值理念

（二）可具体操作

（三）横跨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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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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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吴正宪：建构单元整体结构，促进学生理解性学习

各位老师大家好，《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关于一致性和结

构化的内容，小学数学把 4个学习领域压缩成七大教学主题，其中的第一个主

题就是数与运算。今天我讲的这颗“瓜”——《分数的意义》，就在“数”的框

架里，它长在哪条藤呢？我们将下一个主题看作一个藤。

什么是大单元？大单元就是要把散落在不同教材里的知识点，通过你对教材

的研读理解，整合成主题教学。如何才能是一根藤上的瓜呢？起码有两个重要的

特征，第一，无论几年级讲的那颗瓜，其中知识点所涉及到的核心要素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的数学本质是一致的。第二，讲解这两部分的时候，核心素养的表现

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谈一谈数与运算一致性。大家先来看“数”，有的是小数点儿，

有的是分数线，穿的外衣都不一样，怎么一致呢？一致的就是把不一样的抛开。

七个主题，十一个表现，聚焦于三个数域，整数域、小数域、分数域，无论整数、

分数、小数，两句话可以概括。

第一句话，无论什么数，通通是对数量的抽象，不是吗？四分之三盘儿，二

分之一块儿，五分之三本书，四分之三小时，二分之一圆，都是具体数量，数就

是对数量的抽象。一年级大单元，是不是得讲“2”，一进门问同学们，什么是

“2”？两位同学，两本书就是“2”，去掉量纲，舍去数量的具体含义，抽象

为数字符号“2”，这就是认识了“2”，还不能叫理解“2”。出了学校门，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没有两位同学和两本书了，你依然能讲出数字符号“2”的新

故事，这就叫理解。飞来两只鸟，开过两辆车，你还知道这也可以用“2”来表

示，这就是理解数的概念。今天讲二分之一块月饼，明天没月饼了，有一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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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分之一,后天你看了一本书的二分之一，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用

分数在陌生的环境中讲新故事？老师们，这是 2022版课标给“数”概念提出的

要求。

第二句话，无论分数、小数、整数，通通都是对单位的表达。建立分数概念

的时候，比如今天讲三分之二，你就讲把一个数整体意义平均分成三份，表示两

份，原来怎么讲你还可以怎么讲。但是，你必须要开一扇窗，这扇窗就是计数单

位。2022版提出要感悟计数单位，那三分之二还是什么？还是两个三分之一加

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三分之二还是一这个单位的细化。就像数学家说的，

小学老师不能整数讲整数的 0，小数讲小数的 0，要变成一致性，讲成一个理，

这不就是一个理吗？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加减乘除运算都是对单位多少的运动。因

此，过去我们讲分数就是背概念，把单位一平均分成若干份，表示什么是单位一，

完全带着 10岁的孩子跳进了成年社会专家总结的概念系统中。

我们要站在儿童的角度，他们对分数不是一张白纸，他们有经验。为什么上

来让他们讲故事，讲他心中的分数印象，因为我们要在孩子的认知基础上展开学

习。针对分数的意义的学习，我们要体会它是单位的表达。谈到大单元，数，

0.6，十分之六，都没有错。但是，它是“1”这个单位细分的结果，是把一张

纸、一个苹果、一元钱平均分，它还是 0.1的累加。

什么是大单元？你看这是大单元吗？讲“11”你要讲什么？这两个 1一样

吗？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一支粉笔的“1”，一盒粉笔的“1”，都是“1”，

却不一样。，但是有关系在这里，一只小棒是“1”，10只小棒一捆还是“1”，

一个 1，一个 10。那么，两个完全一样的小珠子还能表示 11吗？不能，因为

站的位置不一样，表示的大小就不一样。一年级讲 11，别看小学数学简单，背

后的道理可不简单，它涉及了计数、单位、进制、位值。

一年级不能上来就讲概念，你只能用最直观的手段，最贴近他的经验来认识

“11”。如果你这样讲了，您就是大单元教学了，因为您抓住了这一条藤的主

线，单位、进率、位值，您培养了学生的符号意识、推理意识。您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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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去体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 3分钟的片段，大家看一看“0.66”的教学，和刚才我

说的“11”的教学一样吗？如果一样，大家看一看它一样在哪里？跟 4年以前

提的问题是一样的，它们就是一个有联系的系列大单元。大单元不是把一些东西

在一节课内或相同的一段时间里讲完，它是一种具体的操作，也是一种理念，它

可以横跨时空。你讲“11”的时候拽住这条藤，核心要素、核心素养。4年以

后你再讲它，依然拽住这条藤，这就是大单元，它可以横跨时空，请看这 3分

钟的片段。

短片讲解到了单位，老师们再往下看一分钟，这一分钟讲的是进率。老师刚

才看到这个过程，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没有尽头，回过来一看，“1”还

能够不断地缩 10倍，再缩 10倍，也没有尽头，一条竖线模型就在孩子们的眼

前呈现了。这就是大单元，大单元不是形式。最近我听一位老师上课，把两节课

上在一起了，前 20分钟讲第一节课，后20分钟讲第二节课，我问她，她说这

是大单元，把两节课混在一起讲。那不是大单元，那是形式。有一位老师最近讲

时、分、秒的认识，结果上完课黑板上米、厘米，吨、千克都来了。我问他，他

说大单元，这都是常见的量，它们是一个家族。老师，要这么搞下去，我们每一

节课的知识重点是什么呀？这不就跑偏了吗？大单元只要你抓住核心的要素，原

来的课上得很好，你就按原来的上就够了。

大家看到的课，起码是 7年前的课，原来不就这么上吗？就可以了。这一

次提一致性、结构化、大单元，是总结了前期优秀老师的课堂教学。我们很多老

师已经做得挺好的了，你们不要纠结，继承好的传统，守正创新，不是每节课都

要翻新花样，翻新花样不是表现自己，课堂是孩子们的。

比如“数”的认识，刚才通过板书大家也看到了，还是强调的单位、位值、

进率。这节课我就没放全。那我这么讲，但是，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要学分

数除法了，跟它有关系吗？有的老师马上就能回应，有的老师在思考一年级“11”

的认识，突出了位值、进率、单位，培养了抽象符号意识，4年后讲它还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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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六年后，六年级最后学五分之四除以 3，大家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屏

幕上这同学说五分之四除以 2，我会算，除以 3算不出来，整数算不了。这个同

学说五分之四除以 3，不就是把四个五分之一分成三份吗？每份分走了 3个五分

之一，剩一个不够分了，我不会，非常真实，那怎么办呀？2022 版课标里给出

了招，从未知走向已知。理念非常棒，当学生遇到未知的时候，要帮他们走向已

知。

问题是怎么走向已知？我跟学生的一问一答，唤醒了梦中人。我问他，这种

情况，在整数除法里遇到过吗？他们说遇到过，小数除法里也遇到过呀。第三句

话就唤醒了，那当初你们是怎么做的呀？一语点醒了梦中人。他们回到了当初，

五分之一除以 3不够了，怎么办？当初我们 97除以 4，九个十分成四份儿，二

四得八，余下一个十不够了，一个十分成四份不够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一个

十变成十个一，细化了单位，对不对？细化单位的事，小数的意义讲不讲？分数

的意义讲不讲？在这个单元里要垫个底。

讲到这里，最后余下一个小“1”，没法再分了，你要有大单元思想，你不

可能就这样过了。下课的铃声响了，我这样结的课，同学们，下课的铃声响了，

我们今天这个小“1”就被余下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小

“1”能不能像上面十位的这个小“1”一样，还能继续分呢？下课同学们一窝

蜂似的跑过来，老师哪能分呀？都剩“1”了还能分吗？我说，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共同等待。铃声响，思未尽情未了，大家都在等待的，难道这个小一还有机

会被分吗？机会来了，一等就是两年多，到了五年级学习小数除法。

小数除法的开头，我不知道你们用的哪个教材，人教版是 22.4 千米除以 4，

对吧？用这个例题，你们觉得对学生来讲合适不合适？我建议就从这儿来，四个

人吃一顿饭 97元，你说每人交服务员多少钱啊？就这一个主任务驱动问题、引

领问题，余下的 1 元钱AA制，余下的 1元钱怎么分？余下的 1元钱分成 10

角，是不是细化单位？没有圆角分了，剩下的单位就走进了本质，又是一个一变

成 10个 0.1，余下的两个 0.1 变成了 20个 0.01。继续分呀。那节课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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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教室外边去了，还能分，我问再余下怎么办呀？我都到教室门外边了。突然

有一个声音喊，老师，会不会永远也分不完了？没等我回答，一个声音高喊着，

那叫螺旋小数，螺旋小数是啥？老师们，整数除法分的是什么？单位，9个十，

7个一，小数除法分的是什么？单位，不够分了怎么办？细化，没有第二个方法。

整数、小数、分数，分的通通是计数单位，不够了就细分，现在讲的是理。

我们在分单位的时候，可以直接化成新单位，对不对？没有第二个方法了。

老师们来看它们是不是一致的？无论你讲数概念还是讲运算，涉及到的是不是

它。算也离不开它，数概念也离不开它，那你要培养的核心要素是不是它？推理

意识、运算能力，这不就是通理通法的一致性吗？

什么是大单元？一年级的“11”，四年级的“0.66”，到了六年级的分数

除法，全部都是一条藤上的瓜，这条藤所涉及的核心要素一致，所培养的核心素

养一致，它们就是一个超大单元。教材不可能把它编到一本书里，你进了一个单

元，你还得先上一楼、二楼，最后上六楼。一致性跟着的就是阶段性，你不能讲

“11”的时候，你就讲“0.66”，对不对？这个一致性大家领会了，你一节一

节上，它也一节一节上，只要抓住了这条藤，找到了这颗瓜，它长在了哪条藤下，

抓住数学本质，培育所对应的核心素养，这就是单元整体教学。

老师们最后说一句话，中医有句话，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吴老师送大家一

句话，老师好好研磨教材，自己通了，学生就有可能不痛，如果老师自己不通，

学生很有可能痛一辈子。教育就两句话，为儿童创设好吃又有营养的数学教育，

既要有知识含量、思维含量、人格含量、素养含量，还要有营养，适合学生，学

生能够接受。教学策略就一条，建好承重墙，打通隔断墙。承重墙是什么？核心

知识要素和核心素养。这个承重墙我们要打通知识之间的隔断墙，不管是六年级

还是一年级，课程标准是对全体而言，不能说我一年级，我就不大单元，不像大

家想的那样表层，那么形式。大单元不就是抓住知识的本质和所要培养的核心素

养的一致性吗？

谢谢大家，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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