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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化教学设计中核心任务设计的初探
赵洪伟

（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新疆 克拉玛依市 834000）

摘要：基于课程标准下的单元化教学是一种有效落实核心素养的教学方式，单元化教学设计中单元核心任务具有聚焦学科核心、联

系生活、持续探究的特点，它以学生认识为主体，架构单元学习活动，注重真实的整合性学习。基于核心任务的特点及价值，设计核心

任务应该从确定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分析学情、选择情境等角度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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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教育发展史，教育目标发生了从“双基”的确立，到“三

维目标”的提出，再到“核心素养”的出台，每次转折都对课堂

教学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

能够适应其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及正

确价值观。单元化教学设计是有效落实核心素养的一种教学方式，

单元化教学设计中比较关键的环节包含：确定单元目标、设计单

元核心任务、确定课时任务、设立课时目标、设计学习过程、设

计单元评价，其中对于单元核心任务的设计是教师普遍公认的比

较难的环节，所以，极有必要探讨单元化教学设计中如何设计单

元核心任务。笔者从单元核心任务设计的必要性、单元核心任务

特点、单元核心任务的设计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单元核心任务设计的必要性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是以核心素养为目标，核心素养是知

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为了让学生在

学习中能够获得这种综合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给学生提供承

载综合性内容的载体，此载体就是单元核心任务，单元核心任务

是基于核心知识和关键问题上的具有真实情境的有一定价值和意

义的表现性任务，这表现性任务形式可以多样，例如，可以是一

件作品、一个实际问题、一篇小论文、一个调查报告等等。单元

核心任务是整个单元的大任务，这个大任务是以真实的、富有意

义的实践活动情境为基础进行设计，又是通过一个个具体化、结

构化的任务加以落实完成。在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学形式是载体，

将化学知识内化为化学核心素养才是核心，使学生在活动中完成

单元核心任务过程中，享有学习的获得感，从而切实落实核心素

养的形成。

二、单元核心任务的特点

那么具备什么特点的任务才能称为单元核心任务呢？这就涉

及单元核心任务的特点。

单元核心任务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一）具有聚焦学科核心的性质

旨在聚焦单元核心知识与思想方法，根本目的是让学生在完

成核心任务的过程中把握学科的本质，感悟学科的“事实或概念性”

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方法性知识”，即学习的方法、思想与思维，

同时感悟“价值性知识”，这学科的价值意义。教师要准确提炼

核心知识和思想方法，这就需要教师对课程标准进行深入的解读，

对教材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对辅助教师用书进行广泛的阅读。

（二）具有联系生活的特点

学习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里，所以应当选择贴近学生生活

且有意义的情境，以使学生建立和体验知识和生活的联系，这不

仅能丰富学生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能让学生意识到所学知识的

意义和价值，同时教师设计具有一定挑战性、与学习目标高度匹

配的联系生活的真实任务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并实现知识

在真实情景中的迁移运用，让学生在一个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任

务拉动下，经历体验、探究、合作和交流，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明白、

可见。

（三）具有持续探究性

学习是一个持续性、不断探究的过程，所以单元核心任务应

该具备能够促进学生全面的、深度的、持久性学习的特点，从而

使学生能够在持续性的学习活动中完成单元核心任务，获得核心

素养的形成。

综上所述，单元核心任务的设计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比较艰

巨且棘手的任务，同时单元核心任务的完成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

具有综合性和挑战性的大任务。

三、单元核心任务的设计

教师在进行单元核心任务的设计过程中要始终秉持一致性的

理念，即课程标准和教学设计保持一致，将课程标准作为单元教

学设计的起点和归宿，使所教即所学，所学即所评，做到教、学、

评一体化。基于单元核心任务的特征，我们在设计单元核心任务

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确定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

每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我们在设计单

元核心任务时依据课程标准抓住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同时努力

建立核心知识、关键能力与其他知识、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二步：分析学情，确定教学重难点

学情分析是伴随现代教学设计理论产生的，是教学设计系统

中“影响学习系统最终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的课堂教学

设计要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教师在决定教什么与如何教时，

应当全面考虑学生学习的需求、认知规律与学习兴趣，着眼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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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促进学生的学习。也就是说，教师要进行学情分析，只有

进行比较深透的学情分析教师才能更加深入地、详细地了解学生，

才能“以学定教”，进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预见性，使所构建

的教学实践建立在客观的、符合学生实际的基础之上。教师根据

学情，从而确定适合学生的教学重难点，做到量体裁衣，有的放

矢地进行教学。

第三步：选择情境，设计单元核心任务

真实、生动、直观而又富于启迪性的学习情景，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化学知识。核心素养

是需要教师在真实的情境问题中，通过不断地探究、思考形成的，

所以在设计单元核心任务时要把任务尽量立足在真实的生活情境

中，教师引领学生带着问题在一定的真实情境中去“做事”，在“做

事”的过程通过探究思考解决真实的问题，进而促进学生的深度

学习，从而提高学生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乃至逐步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从而实现核心素养的教学。

现在，以初中九年级化学下册第十单元《酸和碱》单元为例，

具体说明在单元化教学中如何设计单元核心任务。

步 骤 一： 依 据 课 程 标 准 确 定 核 心 知 识 和 关 键 能 力

课程标准对本单元的具体说明：

1. 认识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和用途，知道酸碱的腐蚀性

2. 初步学会常见酸碱溶液的稀释方法

3. 了解用酸碱指示剂（酚酞、石蕊）和 pH 试纸检验溶液酸

碱性的方法

4. 知道酸碱性对人体健康和农作物生长的影响。

依据课程标准，确定核心知识和关键能力

核心知识：常见酸碱的主要化学性质、酸碱指示剂和 pH 试

纸测定溶液的酸碱性、酸碱度的方法

关键能力：科学探究的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步骤二：分析学情，确定教学重难点

学习基础：对酸和碱有着零散、初步的认识；具备初步的科

学探究能力

教学重点：常见酸、碱的主要性质；酸碱指示剂和 pH 试纸

检验溶液酸碱性和酸碱度；中和反应及其应用。

教学难点：微观角度认识酸碱的通性及酸碱中和反应；科学

探究能力

步骤三：选择情境，设计单元核心任务

鉴于本单元的核心知识、关键能力及学情、教学重难点，设

计单元核心任务时选择了以学生所处在的环境即克拉玛依区和白

碱滩区的土壤为问题情境，设计的单元核心任务为：请你对克拉

玛依区大农业的土壤和白碱滩区的土壤酸碱性、酸碱度进行测定，

如果酸性过强或碱性过强怎么解决？这两个地区的土壤适合种植

什么农作物？请你以表格的形式写出两个地区土壤酸碱性酸碱度

的调查报告，并写出解决土壤问题的方案和详细的种植方案。我

们发现，学生高质量地完成这个单元核心任务的前提要求是，必

须对这个单元的核心知识（酸碱的主要化学性质、酸碱指示剂和

pH 试纸测定溶液的酸碱性酸碱度）进行理解、运用、迁移等等，

同时达到所要求的一些关键能力。这个单元核心任务整合了整个

单元的主要学习活动，即具备了持久性的探究特点，而且是设定

在真实情境之下，让学生做身边真实的事情，解决身边真实的问

题，给予了学生充分体验探究的机会，这就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

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爱护环境、珍惜当下、着眼未来的社会责任

意识，也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人格品质，从而切实落

实核心素养的培养。

单元核心任务设计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涉及很多方方面

面的问题，例如：如何将课程标准和单元核心任务更好地结合？

如何更好地情境化单元核心任务？如何开发核心任务的评价标准 ?

如何将单元核心任务和学科大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 如何选取围

绕单元核心任务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资源？如何开展体现单

元核心任务相匹配的学生实验等等一系列问题，其问题的核心宗

旨都是为了更好的落实核心素养，面对这些问题教师不但要加强

理论学习，诸如研读课程标准、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分析学生情

况等等，更重要的是加强教师之间的团队力量，教师要共同商讨、

研究适合基于课程标准、适合学生发展的、围绕核心素养教学的

单元核心任务，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初中化学虽然是入门化学，但是其主要教育不仅要引导学生

更全面地认识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而且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

应现代社会生活，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

劳等诸方面都得到良好的发展。这对每个单元的单元核心任务设

计要求要合理恰当，符合学生发展要求，符合社会对学生的要求。

初中化学人教版共计 12 个单元，在以单元核心任务为驱动的单元

化教学设计，我们对每个单元的单元核心任务不断地进行探索研

究。虽然设计的单元核心任务的合理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

我们始终坚持遵循课标精神，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学习、体会、

探究，把教学的落脚点放在培养学科核心素养上，通过学生的学习、

生活完成单元核心任务，并真正落实核心素养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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