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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 ： 单元整体学习
“

有迹可循
”

的引领路径
—— 以

“

平行四边形
”

为例

杜锦 雄 （广东省广州 市南沙潭 山 中学 ）

摘 要 ： 用
“

大概念
”

统领教 学 ， 是新课标 对一 线 教 师 提 出 的 明 确 要 求 ， 更是从 强 化数 学 知 识 向 培 养数 学 核

心 素 养转 变 的 有效途径 。
以

“

平行 四 边 形
”

为 例 进行深层探 索 ， 从认知 、 知 识 、 方 法 三 个 维度提 出
“

大 概 念
”

统领 下 初 中 数 学 单元整体教 学 的 实 践路径 ， 推动 新课标理 念 的 落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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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的学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 ， 细 化至数学单

元整体学 习 ，该过程包括认知 的 整 体性 同 化 、 知识 的

系统化理解 、方法 的 类 比 化迁移 。 单元整体学 习 ， 顾

名 思义就是将学科 的 教学 内 容 以单元为 基本单位进

行学 习 ， 其强调学 习 内 容的整体性 ， 突 出 实践性 ， 尤其

关注知识技能与 素 养思 想 的有机融合
［ １ ］

。 基于单元

整体学 习 的要求 ． 教师要 有 意识地转变教学理念 ， 从

采取循序渐进 、螺旋 上 升 的 习 题设计方式 ， 注重 层次

性 、针对性 、进 阶性 ， 让学 生经历从理论到实践 、 从文

字语言到数学语言 、 从抽 象 到 直观 的过 渡 ， 逐 步 培养

其数学思维 。 本 节课 中 ， 习 题设计 由 浅人深 ， 例题是

对去括号法则 的 实 际应 用 ， 规范 解题格式 ， 明 确 求 解

步骤 ， 体会去括号法则 用途 ， 巩 固 合并 同 类项 ； 辨析题

强化括号前的数字 因 数决定 了 去括号后各项 的 系数 ，

抓住关键点 ， 明 确 易错点 ， 内化知识 ， 培养有条理 的思

考 习 惯 ； 课堂练 习 涉及多种去括号题型 ， 与 例题对应 ，

考查学生对课堂知识 的掌握情况 ； 课后作业既有去括

号 的基础题型 ． 又有与绝对值 、 数轴联 系 的综合题型 ，

适 当拔高 ， 达到 了巩 固 知识的 目 的 。

２
． ４ 探究式教学方式

建构 主义理论认为 ， 学生 的学 习 不是别人授予知

识的 机械接纳 ， 而是学 习 者积极 主动 自 我建构 ， 在建

构过程 中 要 与先前 知识 和 经验 相联 系？ 。 教学 方式

要从灌输式到探究式 ， 从
“

要我学
”

转变 为
“

我 要学
”

。

“

以教授者 为 中 心
”

转 化 为
“

以 学 习 者 为 中 心
”

， 应 用
“

大概念
”

来统领课堂上 的
“

教
”

与
“

学
”

， 对初 中 生 的数

学学 习过程进行整体谋划 、 系 统设计 ［
２
］

。 通 过 对
“

大

概念
”

统领 学科单元教学 的 长 期 关注 ， 笔 者 以
“

大 概

念
”

为统领 ，将碎 片化 的 知识
“

串
”

成一 个逻辑 清晰 的

系统 ， 以 调动学生学 习 的 积极性 ， 促成其深度 学 习 的

教学新样态 ，让初 中 数学单元 整体学 习 形成
“

有 迹 可

本节课 中 ， 情境游戏贴近生活 ， 有趣 味性 ． 能激发学生

的学 习兴趣 ， 巩 固列代数式 ， 找规律 ， 接着 以 问题 串 的

形式 引 出课堂探究重点 ，进而体会去括号 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 。 找 准学生 的 最 近 发 展 区 ， 搭 建 合适 的 脚 手

架 ， 通过问题启 发其可 以 用 字母表示 数 ， 整式运 算 类

比迁移有理数运算 ，将代数式去括号融人数学知识体

系 中 ， 再结合信息化手段 ， 简化等式验证步骤 ， 便于学

生对 比去括号前后各项符号 的 变化 ， 将抽 象 的 知识具

体化 、形象化 。 探究过程贯穿研究主线 ， 借助 启 发式 、

递进式 的 问题 串 ， 精准 的评价 与适切 的 引 导 ， 启 发 学

生观察 、 探究 、 归纳数学知识 ， 亲 历知识 的生成 、 发展 、

演变过程 ， 积累 数学活动经验 ， 树立正确 的 建模 意识 ，

培养
“

三会
”

数学素养
［ 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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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

的 引 领路径 。 下面分享具体做法 。

１ 探寻知识本源 ，实现认知的整体性同化

认知 同化理论是美 国 著 名 认知 心 理学家奥 苏 泊

尔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 出 的 ， 指新知识 的学 习 过程

就是学 习者主 动从 已 有认知 结 构 中 提取 与新 知识关

联最为密切 的 旧 知识 ， 并加 以
“

固定
”

或
“

归 属
”

的一种

动态过程 。 由 此 ， 单元 整体学 习 中 ， 教 师 不 能 局 限 于

教材 的章节 内 容 ， 更不可采用
“

叠 罗 汉
”

的方式逐个地

“

讲
”

，让学生逐个地
“

背
”

， 而是要聚 焦
“

大概念
”

， 设置

进阶式 问题 ， 激活学生 已 有 的认知 结构 ， 促使其思考

探寻新知识与 旧 知识的本 源
“

大概念
”

， 从而将碎

片化 的知识
“

串
”

起来 ， 构 成逻辑 清 晰 、 直观 易 懂 的结

构 图 ， 为 学 生 领悟 数 学 知 识本 质 、 掌 握 数学 思 想 方

法 、发展数学核心 素养提供一个 明 确 的方 向 ， 最大程

度 消 除 其 对 新 知 识 的 陌 生 感 ， 实 现 认 知 的 整 体 性

同化 。

“

平行 四边形
”

是人教 版教 材八年级下册第八章

内容 ， 在此之前学生 已 学过
“

三角形
”

， 因 而在
“

平行 四

边形
”

单元整体学 习 中 ， 笔者立足这两个单元 的 知识

本源 平面几何 ，具体体现为定义 、 特殊情况 、特殊

化 的性质与判定 ， 着 眼于两个单元认知结构 的 高度相

似性 ， 围绕三角 形 ， 遵循 由 整及分的原则 ， 从研究路径

与研究 内 容两个维度设置进阶式 问题 串 。 具体如下 ：

问题 １
： 上册我们 系统研究 了 三 角 形 ， 研究路径

是什么 呢 ？

问 题 ２
：

“

三 角 形
”
一章 中 ， 我们 遇 到 两 种 特殊 的

三角 形 ， 它们分别是什么 呢 ？

问题 ３
： 等腰三角 形是怎样 由 任 意三角 形演变而

来 的 ？ （边特殊化 ）

问 题 ４
： 研 究 等 腰 三 角 形 的 路 径 是 什 么 ？ （ 概

念
一

性质
一

判定 ）

问 题 ５
： 我们是从哪几个方面研究等腰三角形的性

质的 ？ 它们各有哪些特性 ？ （边 、角 、 对角线 、 对称性 ）

温故而知新 。 借助上述 问题 ， 引 导学生有条不紊

地 回顾
“

三 角 形
”

单元 的研究历程 ， 激 活研 究三 角 形 、

等腰三角形 的经验 ， 通过组 内讨论 、组 间 交流 、 师生探

讨 ，绘制
“

三 角 形
”

单元 的 逻辑结构 图 （如 图 １ ） ， 让学

生 的思维有方 向 、 有起点 ， 同 时点拨他 们 用几何 图 形

这一大概念将
“

三 角 形
”

与
“

平行 四边形
”

串起来 ， 审视

“

三角 形
”

单元学 习 路径 ， 即
“

生 活事实
一

三 角 形 的 概

念一三角 形 的 表 示一三 角 形 的 分 类
一

三 角 形 的 性

质 等腰三 角 形 的 性 质
一等 腰 三 角 形 的 判 定

”

。 至

此 ， 教师直接点 明 ： 因 三 角 形 构 成元 素 的特殊化而 聚

焦等腰三 角 形 的研究 ， 同 化至平行 四 边 形 ， 因 四 边形

构成元素 的特殊化而生平行 四 边形 ， 且 由 平行 四边形

构成元素 的特殊化而生菱形 、矩形 、 正方形 ，

一定程度

上消除学生对
“

平行 四边形
”

单元 的 陌生感 ， 进 而迅速

明 确研究 的 内 容 边 、 角 、 对 角 线 、 对称性 ， 切实体

会知识并非孤立 的 ，顺其 自 然地将
“

三 角 形
”

的认知结

构 同化至
“

平行 四 边形
”

， 从 整体 的 视 角 学 习 知识 ， 并

初 步 梳理 出 学 习
“

平行 四 边形
”

单元 的 基本路径 ： 定

义 性质
一

判定 ， 真正地让数学教学从
“

碎片 化
”

转 向

为
“

结构化
”

， 推动单元整体教学 的 落实 。

２ 设挑战性任务 ， 指向 知识的 系统化理解

“

会用
”

是 《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对初 中 生提 出 的新要求 。 实践证 明 ， 从
“

学知识
”

转 向

“

用 知识
”

的关键就是挑战性任务 ， 而知识 的 系统化理

解是挑战性学 习 任务设计 的终极 目 标 。 因此 ， 初 中数

学单元整体学 习 的 任务设计应指 向 知 识 的 系 统化理

解 ． 为练就数学
“

慧 眼
”

、发展数学思维 、 掌握数学语言

而服务 ［
３ ］

。

“

平行 四边形
”

单元的 核心 知识分别 为
“

平

行 四边形 的定义
” “

平行 四 边 形 的性质
” “

平行 四 边形

的判 定
” “

特殊平行 四 边 形
”

， 该３


８

单元的 单元整 体学 习 任 务 以 情

境 （某校打算在学校 门 口 建一个

如 图 ２ 所示 的 花坛 。 现 需 要 将０ ２

四种不 同类型 的花卉种植其 中 ， 若你是施工人 员 ， 会

将 图 ２ 抽象成什 么 图形 ？ ） 为基石展开 ，具体如下 ：

任务 １ 类 比等腰 三角 形定 义 的 归 纳过程 ， 给平

行 四边形下定义

教师 ： 等腰三 角 形 是三 角 形 的 特殊化 ， 那 么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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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平行 四边形是 由 哪种 图形特殊化而来 的 ？

学生 １
： 平行 四边形是 四边形 的特殊化 。

教师 ： 学 习 时你会将 四边形类 比 为三角 形还是等

腰三角 形 ？ 尝试给 四边形下一个定义 。

学生 ２
： 肯 定 类 比 三 角 形 。

“

不 在 同
一 直线 上

”

“

三条线段
” “

首尾顺次相接
”

是三角形定义 的关键词 。

学生 ３
： 四边形 的定 义是 由 不在 同

一直线上 的 四

条线段首尾顺次相接而组成 的 图形 。

教师 ： 简洁 ， 有逻辑 。 观察 图 ２
， 类 比 等腰 三角 形

的定义 ， 你认为平行 四边形定义 的关键词是什么 ？

学生 ４
： 对边平行 。

教师 ： 观察很到位 。 那么你能否用
一句话给平行

四边形下一个定义 ？

学生 ５
： 对 边 平行 … … 两 组 对 边 分别 平 行 的 四

边形 。

教师 ： 对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

学生 ６
： 表示 花坛 的平行 四 边形可 以 读作

“

平行

四边形 ＡＢＣＤ
”

，记作Ｃ７ＡＢＣＤ 。

教师 ：很好 ， 观察细致人微 ， 能精 准抓住定义 的关

键 。 平行 四边形是特殊 的 四 边形 。 接下来 ， 我们对于

要研究 的 内 容肯定 了 然于胸 。

此任务点 明
“

平行 四边形
”

的 定义可 以 类 比
“

等腰

三角 形
”

， 引 导学生主动观察情境 中 花坛 的形状 ， 促使

他们练就
一双数学的

“

慧 眼
”

，从平行 四 边形构成要 素

之一 的
“

边
”

进行思考 ， 并尝试用 文字语言 、 符号语言

进行表述 ，

一定程度 上提升其数学语言表达能力 。

任务 ２ 联结ＯＡＢＣＤ 的对 角 线 ， 研究平行 四 边

形 的性质

教师 ： 类 比
“

等腰三 角 形
”

的 学 习 路径 ， 我 们接下

来要研究平行 四边形 的性质 。

教师 ： 观察 图 ３ ，

一起 来说一说平行 四 边形性 质

的考虑维度 ，边 、 角 、顶点

教师 ： 怎么不说 了 ？ （对角 线未 曾 说到 ）平行 四边

形 的性质有 哪些 ？

学生 ７
： 我 不 知 道还 有 哪 个维度 ， 但 知 道平行 四

边形对边平行 ， 图 ３ 中 ＡＢ ／／ ＣＤ ， ＡＤ ／／ ＢＣ 。

预设 ： （ １ ）平行 四 边形对边相等 、 对角 相等—借助

辅助线 ＡＣ 证 明 ＡＡＢＣ２ ＡＣＤＡ ， 同 理证 明 ＡＡＢＤ３

ＡＣＤＢ 。

（ ２ ） 两平行线 之 间 距 离 相 等—如 图 ４ ， 作辅 助 线

证 明ＡＡＤＥ笤ＡＣＢＦ 。

（ ３ ）对角线互为平分—如何证 明 ？ 请在练 习 本上

规范书写 。

ＣＤ￡

图 ３ 图 ４

教师 ： 全等三 角 形 已 经 被 同 学们冠 以 姓 氏 ， 成为

自 己 的 知识 。 同 学们 也能 够将 图 形 与 基础 知 识有 机

结合起来 ， 并根据需求作 出恰 当 的辅助线 。

此任务按照知识逻辑分为三个 子任 务 ， 从整体来

看是一个 由
“

扶
”

到
“

放
”

的过程 。 该过程 中 ， 就性质而

言 ， 学 生感 受 到 平行 四 边形 多 了 关于
“

对 角 线
”

的 性

质 ，从心理上将这一性质视为重 中 之重 ， 同 时考虑
“

如

何证 明平行 四 边 形性质 呢
”

这个核心 问 题 ， 深 刻 地体

会到
“

三 角 形
”

与
“

平行 四 边形
”

皆 被
“

几 何 图 形
”

这一

大概念统领 ， 且它 们 在特定 的 环境下 是互为 基石 ， 是

有工具性 的 ， 为后续研究平行 四边形 的 判定及其他几

何 图形提供支架 。

任务 ３ 证明平行 四边形 的判定定理

教师 ： 刚才我们说平行 四边形 的两组对边分别相

等 、 两组对角 分别相等 、 对角 线互为平分 ， 这些性质 的

逆命题成立吗 ？

教师 ： 四边形 ＡＢＣＤ 的对角 线 ＡＣ
，
ＢＤ 相交于点

０ ，且 ＡＯ＝ ＯＣ ， ＢＯ＝ ＯＤ ， 说一说你是 如何证 明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平行 四边形 的 ？

预设 ： （ １ ） 用直尺 画 出符合题意 的 四边形 ＡＢＣＤ 。

（ ２ ）证 明ＡＢ ／／ ＣＤ且 
ＡＤ ／／ ＢＣ 。

（ ３ ）证 明 Ｚ〇ＡＤ 

＝

ＺＯＣＢ 。

（ ４ ） 证 明 ＡＡＯＤ２ＡＣＯＢ— 全 等 三 角 形 的 判 定

定理 （ ＳＡＳ ） 。

教师 ： 对 角 线互相平分 的 四 边形是平行 四 边形 ，

刚 刚 已 经证 明 了 ， 接下来你能否证 明 两组对边分别 相

等 的 四边形是平行 四 边 形 ？ 能 否证 明 两组对 角 分别

相等 的 四边形是平行 四边形 ？ （规范书写证 明过程 ）

此任务充分尊重学生 的认知规律 ， 让其通过 自 由

探索画 出 符合题意 的 几何 图形 ， 针对命题 的结论进行

逆 向 推理 ， 从 中 领悟平行 四边形定义 中关键词语之 中

的关键 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 深刻认识到定义 的学

习 不能止步于
“

知道
”

， 而是要学会
“

用
”

， 且灵活地用 。

任务 ４ 研究特殊 的平行 四 边形 矩形 、 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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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方形

教师 ： 如 图 １ 所示 ， 对ＡＡ ＢＣ 而 言 ， 边特殊 化可

以 得到等腰三 角 形 ， 角 特殊 化可 以 得 到 直 角 三 角 形 。

无论等腰三 角 形 角 特殊化 （ ＺＡ 

＝

９ ０

°

） 还是直 角 三 角

形边 特殊 化 （Ａ Ｓ 

＝
ＡＣ ） ， 都 能 够 得 到 等腰 直 角 三 角

形 。 那 么 ，对于平行 四边形 ， 你还想知道什么 ？

预设 ： （ １ ） 对 ＤＡＢＣＤ 而 言 ， 角 特 殊 化 （ＺＡ
＝

Ｚ Ｂ＝Ｚ Ｃ＝ Ｚ 〇 

＝
９ ０

°

） ， 得 到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哪一

种几何 图 形 ？ 进 一 步 边 特 殊 化 （ ＡＢ
＝

ＢＣ ＝ ＣＤ
＝

ＤＡ ） ， 得到 的 四边形 ＡＢＣＤ 是什么 图形 ？

（ ２ ） 对 ＤＡＢＣＤ 而 言 ， 边 特 殊 化 （ ＡＢ
＝

ＢＣ
＝

ＣＤ 

＝
Ａ Ｄ ） ， 得 到 四 边 形 ＡＢＣＤ 是 哪一 种 几何 图 形 ？

进一步特殊 化 （ＺＡ 
＝

ｚ ｂ
＝

ｚ ｃ 

＝

ｚｄ 

＝

９ 〇ｕｉ ｊ^

的 四边形 ＡＢＣＤ 是什么 图形 ？

教师 ： 问得准 ， 问得深 。 通过动手操作 ，我们知道特

殊的平行四边形可以是矩形 、菱形 ，也可 以是正方形 。

教 师 ： 矩形 、 菱形及正方形都是特殊 的平行 四 边

形 。 从性质而言 ， 你们认为矩形 、 菱形及正方形 的 两

条对角 线 的关系是什么 ？ 如何证 明矩形 、菱形及正方

形两条对角 线 的关 系 ？ 你认为矩形 、 菱形及正方形 的

判定定理是什么 ？ 并加 以证明 。

此任务 聚焦学生 已 有 的知识结构 ， 借助他们关于
“

三角 形
”

的特殊演变 ， 即 三 角 形—等腰三 角 形 （直 角

三 角形 等腰直 角 三 角 形 ． 促使其感知平行 四边形

的特殊演变 平行 四边形—矩形 （菱形 ）
—正方形 ，

点拨学生从性质与判定两方面对矩形 、菱形及正方形

进行研究 。

用情境架起一座 已 知 与未知之间 的桥梁 ， 筑起一

条学 习 路径 。 注 重发挥数学对象研究
“
一般观念

”

的

引 领作用 ， 引 导 学生 构 建 学 习 主 线 ： 事 实
一

定 义 、 分

类 性质 特例 （性质 和判 断 ） 联 系 运 用 。 在学

习路径 的 两个点 之 间 ， 引 导学生链接素养发展 ， 体现

数学学科本质 和 素 养 目 标 。

“

事实
一

概念
”

指 向 抽 象

能力 和几何直观 的培养 ；

“

概念 性质
一

联 系
”

指 向 学

生推理能力 和运 算 能 力 的 培 养 ；

“

概念 、 性 质 、 结构

应用
”

指 向学生模型观念和数据观念 的培养 。 通 过创

设真实情境 、设置挑战性任务 、设计驱动 问题 ， 让学生

明 确学 习 路径 ， 达成 知 识 的 系 统化理解 ， 为
“

会用
”

奠

定扎实 的基础 。

３ 提炼数学思想 ， 指引方法的类比化迁移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 知 识 与 思 维方法更 高层 次 的

抽象和概括 ， 因 其具 有 内 隐性 、 概括性 、 层次性 ， 学 生

常常难 以 精准提炼 ， 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方法 的类 比迁

移 。 那 么 ， 方法如何类 比化迁移 呢 ？ 除 了要经历数学

知识的形成 、发展和应用之外 ， 还需要 问题引 领 ， 在 问

题驱动下去思 、去想 、去悟 。 因此 ， 基于
“

大概念
”

的数

学单元整体学 习 不能仅仅着 眼 于
“

串
”

零散知识 ， 而要

点拨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 ． 从整体视 角 出 发提炼知识

中 蕴含 的思想 ， 让数学思维从 低 阶发展 为 高 阶 ， 更重

要 的是指 引 学生 完成方法 的 类 比 迁 移 ， 构建知识与

思想统一 的数学单元整体课堂 。

面对
“

研究特殊 的 平行 四 边 形 矩形 、菱形 和

正方形
”

这一任 务 ， 教师提 出 的 引 导性 问题是 ： （ １ ） 等

腰直角 三角 形 的 研究路径是什么 ？ （ ２ ）

—开始 ， 我们

预判 的平行 四边形 的研究路径是什 么 ？ （ ３ ） 预判平行

四边形研究路径 的依据是什 么 ？ （ ４ ） 矩 形 、 菱形 和 正

方形被统称为特殊平行 四 边形 ， 那 么 你 能预判矩形 、

菱形 、 正方形 的研究路径吗 ？
… … 这些 能促使学生探

寻数学知识的 同 源 ， 明 确 知识之 间 的关联 ， 也能 指 引

他们将研究三角 形 、平行 四边形 的方法类 比迁移到矩

形 、菱形 和正方 向 ，

一定程度上放飞学生 的思维 ， 聚焦

大概念 ， 预判
“

几何 图 形
”

研究 的基本路径 ： 概念—性

质—判定 ， 实现 串 点为线 ， 连线为 面 ， 真正落实单元整

体的学 习 。

以
“

大概念
”

为统领 ， 从整体视 角 出 发 ， 引 导学生

经历数学知识完 整 的 、 符合逻 辑 的 研究过程 ， 促使他

们将零散 的知识
“

串
”

成条理清晰 的
“

知识链
”

， 让深度

学 习 真正发生 。 为确保单元整 体学 习 的 质量 ， 教 师需

要站在 系统高度 ， 认识知识之 间 的 关联 ， 明 确 学 习 路

径 ， 积累研究方法 ， 实现类 比迁移 。 教师要不断地深

人探索与实践 ， 积极应用大概念 ， 激发学生探索 ， 帮 助

他们建构数学 知识体 系
ｗ

， 促进 高 阶思 维发展 ， 实现

深度 学 习 ， 提升 数学素 养 ， 进 而 实 现从
“

学会
”

到
“

会

学
”

再到
“

会用
”

的跨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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