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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元大概念理解的逆向教学设计关键环节 

——以人教版初中物理“生活用电”为例 
彭成  徐新顺  白东升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实验学校  甘肃庆阳  74500） 

摘要：大单元教学是课程内容结构化的重要方式，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本文坚持素养导向与从教走向学的教育教
学立场，注重课程内容结构化和一体化设计与实施，通过大概念统整下的单元逆向教学设计案例实践，以期找到实现初中物理大概
念理解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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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中明确指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是在课程和课堂中培育学生的核心素
养，而大单元教学是课程内容结构化的重要方式，是落实学科
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1-2]。 

基于大概念理解的逆向教学设计是目前典型的一种单元设
计思路。逆向教学设计注重“目标-评价-教学”的设计逻辑，
强调表现性评价证据设计要先于教学活动设计，并且追求教与
学过程（教学）要和预期的学习结果（目标）、表现性评价证据
（评价）高度一致，体现“以终为始”的逆向设计思路[3-4]。提
炼单元大概念、确立单元核心问题、设计单元核心任务、“学-
评-教”一致的教学活动序列设计是基于大概念理解的大单元逆
向教学设计的关键。 

下面以人教版初中物理“生活用电”为例，进行基于单元
大概念理解的逆向教学设计实践。 

1 明确单元学习目标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对本部分的课标

要求：“了解家庭电路的组成。有安全用电的和节约用电的意
识。”对比 2022 年与 2011 年两版本对本部分的课标要求，不难
发现：（1）在 2011 版“了解家庭电路”进一步明确为“了解家
庭电路的组成”；（2）2022 版本新增“例 3 了解我国家庭用电
的电压和频率，在家庭用电中有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意识”；
（3）在活动建议部分：“根据电能表计算电费”（2011）修改成
了“根据读数计算用电量”（2022）；“调查当地近年来人均使用
电能的变化”（2011）修改为“调查当地近年来人均使用电量的
变化”（2022）。2022 版新课标对“安全用电的和节约用电的意
识”这一素养的体现要求表述更加全面准确和明确，同时也更
贴近物理教与学的本质要求[6]。 

学生的学习预期表现反映学生完成本部分学习后对核心概
念应达到的某种理解程度，结合课标与教学实际，“生活电路”
这部分学习后，对学生的学习预期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清楚家庭电路各部分作用并会正确使用；二是具有安全用电
和节约用电意识。 

在明确课标要求和学生学习的预期表现的基础上，结合本
单元具体的学科内容呈现逻辑，明确和制定以下的单元学习目
标体系：一是在讨论和观察家庭电路组成的过程中,归纳概括家
庭电路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作用；二是结合生活实例,通过实际
观察、体验和理论分析，能够阐述并解释什么样的情况会有安
全用电隐患；三是结合生活经验、理论分析，通过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能够列举安全用电的原则并能阐释相应的物理学原
理；四是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针对班级、学校、家庭、
社会中的某一范围电能浪费的现状，有针对性的给出节约用电
的可行策略。 

从课标要求出发，结合学生学习的预期表现和具体的学科

内容呈现逻辑，明确了上述单元学习目标体系。为了体现一体
化逆向设计理念，此单元目标体系要和单元核心表现任务与表
现性评价指标对应起来，同时此单元目标体系也要对应教与学
的实际组织过程，真正体现“以终为始”的设计逻辑。 

2 预期学习结果的表现性评价指标制订 
“目标—评价—教学”三位一体的指标强调“学—评—教”

三者在教学设计、教与学过程中协调统一，只有真正通过可靠
的评估证据（表现性评价指标）对学习者预期的学习结果达成
情况进行科学的度量，教与学过程中学生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的
凸显，学习方式才能发生本质的改变，学科素养的有效落实才
不会成为空谈。 

学生可以结合课时学习前下发的分课时评价指标，对照教
与学活动序列推进，对预期学习成效（子任务达成情况）进行
自我评估，因此表现性评价指标应该最少具备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表现性评价指标要站在学生的立场来制定，真正体现学
生学习主体地位；第二，用学生能看的懂的且方便操作的形式
呈现，具体的表现性评价指标最好按照行为目标书写形式来呈
现，使得表现性评价指标是可观察、可测量的外在行为表现。 

3 与预期的学习结果、表现性评价指标一致的教学活动序
列设计 

预期的学习结果（子任务）的有效达成需要通过一定的逻辑
推进方式在真实的分课时课堂中开展相应的教与学活动序列。有
了核心任务与子任务的驱动，依托适应真实课堂需要的分课时呈
现，预期的学习结果、表现性评价指标的设计、与评价指标一致
的教学活动序列这三者的一致设计就有了适时的前提。 

基于上述认识，本单元预期的学习结果（子任务的达成）、
表现性评价指标的设计与教学活动序列的一致化设计见下表.
表 2 “生活用电”单元整体呈现下体现“学-评-教”一致化的
预期的学习结果、表现性评价指标、教学活动序列设计 

分课
时划

分 

预期的
学习结

果 
表现性评价指标 活动序列设计 

第一
课时：
家庭
电路
的组
成； 

归纳概
括家庭
电路的
主要组
成部分
及其作

用； 

（1）能通过实践
调查，知道家、
教室电路的基本
构成是一致的；
家庭电路是最常
见、最基本的生
活实用电路；明
确我国家庭电路
的电压和频率； 

活动 1（实践调查）：①家、
教室电路的基本构成是一致

的；②家庭电路是最常见、最
基本的生活实用电路；③我国
家庭电路的电压是 220 伏，频

率为 50 赫兹。 
活动 2（实践操作）：在大人
的指导下实际使用家里的用电
器，说出担心在哪？通过请教
家人，整理安全用电生活常识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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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找出家庭
电路中四个基本
组成（电源、开
关、导线、用电
器），并能阐述
他们的作用和电

路连接形式； 

活动 3：引导学生找出家庭电
路中四个基本组成（电源、开
关、导线、用电器），并阐述
它们的作用及电路连接形式； 
活动 4：组织学生观察教室中
电路的基础上，引导其尝试画

出比较完善的电路图； 

  （3）能借助其它
电学原件（电能
表、保险装置、
漏电保护器、插
座等），让家庭
电路正常、安全

工作运行的同
时，兼顾使用便

捷和安全； 

活动 5：教师根据学生所画的
电路图，展示家庭电路的组成
图，进一步延伸：家庭电路正
常、安全工作运行的同时，兼
顾使用便捷和安全，还需要借
助其它电学原件（电能表、保
险装置、漏电保护器、插座等）；

（1）能够结合
“电对人体能造
成伤害”，阐述
在生活中必须安
全用电的原因； 
（2）能够阐述人
体触电的紧急救

援措施； 

活动 1：怎样用所学的知识解
释为什么电压越高越危险？ 

活动 2：学生列举生活中你见
到过或听说过有哪些触电事

故？ 
活动 3：学生结合生活实际，
交流、讨论：人体触电的紧急

救援措施？ 
第二

课时：
为什
么要
安全

用
电？ 

阐述并
解释什
么样的
情况会
有安全
用电隐

患； 

（3）能够结合
“家庭电路中电
流过大，可能会
引发火灾”，阐
述在生活中必须

安全用电的原
因； 

（4）能够阐述当
电路着火时应该
掌握的紧急处理

措施； 

活动 4：用所学的知识解释家
庭电路中电流不能过大的原

因；通过探究总结家庭电路中
电流过大的常见原因； 

活动 5： 进一步理解保险丝（空
开）的工作机制、并能根据实
际需求选择适用的保险装置； 
活动 6：学生结合生活实际，
交流、讨论：当电路着火时的

紧急处理措施？ 

（1）能够列举生
活中安全用电的
原则并能简单阐
释相应的物理学

原理； 

活动 1：结合上一课时（为什
么要安全用电？），学生结合
生活实际，交流、讨论，如何
安全用电？（安全用电的基本
原则、安全用电的其他注意事

项）； 

（1）能在科学
调查分析教室

（或学校与家）
电能浪费的基础
上，有理有据地
给出节约用电的

可行策略； 

活动 2（实践调查）：科学调
查分析教室（或学校与家）电
能浪费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

给出节约用电的可行策略； 

第三
课时：
安全
用电
与节
约用

电 

列举安
全用电
的原则
并阐释
相应的
物理学
原理； 
有理有
据地给
出节约
用电的
可行策

略； 

（2）能在调查
当地近年来人均
使用电量的变化
的基础上，跨学
科视域讨论它与
当地经济发展的
关系，撰写一份

调查报告。 

活动 3（综合实践作业）：科
学调查当地近年来人均使用电
量的变化的基础上，跨学科视
域讨论它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
系，运用所能用到的社会资源，
提交一份比较科学严谨的调查

报告。 

 

4 结语 
基于大概念理解的单元逆向教学设计以发展学生素养为目

的，通过结构化思维与一体化设计，以指向素养整体目标、反
映学科本质的核心观点（大概念）为引领，以隐含核心目标和
核心知识、并在学习中居中心地位因而统领整个学习过程的问
题（核心问题）为导向，为学习者理解单元大概念和回答核心
问题设计能贯穿整个单元学习过程的驱动性表现任务（核心任
务），通过与学习预期结果、表现性评价指标评一致的教学活动
序列（以终为始），让学习者在真实有效的大情境中主动、深度
参与学习过程，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学科具体事实与
学科抽象概念之间进行反复的思维整合与加工，从而充分体悟
学科知识间的纵横关系、优化学科知识结构，让学习者在结构
化的体系中提升学科思维品质及分析处理复杂问题的素养水平
[7]。在单元核心任务需要完成的驱动下，学生在课堂中每一个子
任务的不断突破，既是学生单元整体学习过程中不断达成预期
学习结果的过程，也是学生不断回答核心问题和更好地理解单
元大概念的过程。划分适应真实课堂的分课时，设计与表现性
评价指标一致的单元整体教与学活动序列，再加上大概念引领、
核心问题引导、核心任务驱动这几方面的协同保护，课程的安
全性和实操性就有了保障。 

通过对“生活用电”这一单元进行基于大概念理解的单元
逆向教学设计，一方面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体会并经历实
践与理论相结合、从生活知识到定性知识的科学论证过程，树
立安全用电、规范用电、节约用电的意识；另一方面，单元逆
向教学设计强调从“结果”到“方法”的教学设计顺序，使得
教师调整自身教学行为、适时变革教学方式的空间更大[8]；第三
方面，学科大概念统整下的单元教学实质上是为了通过改变学
生学习方式从而促进其发生更高质量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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