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研讨共成长 砥砺奋进再出发 

——吴志明名师工作室 7 月实践研修简讯 

 

为有效推进物理单元整体设计与实施的研究，帮助大家积累单元教学方面的经验和可参

考的教学案例，2023 年 7 月 1 日吴志明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参加了太仓市初中物理大单元

攻关团队交流研讨活动。本次活动由项其杰老师主持，参加成员有初中物理大单元攻关团队、

第六期高研班学员与导师、及吴志明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活动共 2 个议程，第一议程，四

个初中物理大单元攻关团队就团队本学期设计的大单元进行汇报；第二个议程，吴志明老师

现场点评。 

 

周玲老师代表团队对本团队的“力是物理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单元进行了详细介绍。

整个团队通过研读课标、教材，基于 14 个科学大概念，将《力》和《力与运动》两个自然

教学单元整合成一个学科大概念单元。一是围绕学科大概念“力是物体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

梳理单元学习内容之间的关联，建立单元整体学习构架图；二是基于课程内容要求及学情分

析确定单元学习目标，三是基于新课标确定单元学习评价；四是制定教学规划，学习过程和

分课时的设计；五是单元分层次作业的设计；最后是教学反思与应用。 



 

季超老师对《简单机械和功》的大单元设计进行交流。整个团队基于对新课标解读、学

情分析制定大单元学习计划，规划活动时注重学生生活体验，由浅入深，从生活走向物理，

以丰富的探究活动中提升学生探究能力，充分落实“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 

 

陆挺老师对《物质的物理属性》的大单元设计进行简要说明。在大单元教学设计过程中

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思维，注重启发式提问，在启发中激发学生的思考讨论。通过学生自主

收集材料，观察感悟身边的物理，培养学生物理素养。 



 

唐晓挺老师对《力》的大单元设计进行简要介绍。整个团队围绕大单元六要素完善教学

教案框架，注重练习设计，以问题驱动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同时开展项目化学习、单元化研

究，推进学生对初中物理知识的深入理解。 

 

吴志明老师对四个团队的大单元设计与阶段性成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基于新课标的

大单元教学设计中，不光要有明确的主题目标，还要注重学情分析，特别是学生在小学科学

的学习情况，作为学生学习初中物理知识的前概念；建议单元教学实施过程中站在高位规划

学习内容、学习任务、学习过程，倡导学生综合学习，加强前后课时知识的衔接与关联，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建立结构化的认知体系，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物理课程核心素养。 



 

                 

最后项老师希望四个初中物理大单元攻关团队在活动后认真落实吴志明老师的建议，对

设计的大单元进行优化，并在新学期中继续做好下一个大单元教学设计并进行全市公开展示

交流。 

 

 

 

 

 

 

 

 

 

 

 

 

 

 

反思与感悟 

太仓市第二中学  李静 



 

参加本次名师工作室初中物理大单元教学交流研讨活动，我收获满满，现在我将自己的

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1.大单元教学设计方案首先要明确主题是什么，围绕大任务进行大单元教学，解决大任

务需要的每个部分的内容彼此衔接，每个部分都是下一部分学习和思维的基础。任务的设计

可以遵从三个设计思路：以核心问题引领概念教学；以核心任务引领实验与规律的探究；以

核心方法引领物理模型建构与应用。 

2.每一个大单元可以由以下要素构成： 

学习情景与核心问题创设——教师在开始课堂教学前，可围绕核心目标任务，创建适当

的情境，设置恰当的问题，引导学生自主预习； 

任务驱动——将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设计成系列化的任务，以问题串的形式引导学生以

探究、讨论等方式进行学习，通过同伴间的交流讨论或实验探究、查阅资料、 教师点拨等

方式，逐步形成对物理知识与规律的正确认知的同时，提升物理学习能力。 

 

太仓市明德初中  周武林 

 

 



 

 

本次名师工作室围绕初中物理大单元教学设计开展，四个太仓市初中物理大单元公关团

队就自己团队对大单元的认识、实践、尝试等方面做了深入交流，听了他们的报告收获颇丰，

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大家： 

1. 大单元教学理念是以终为始。 

基于目标设计达成评价，任务活动基于大任务，提出一个有挑战性的面对真实情境的驱动

问题，创设真实生动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时由驱动问题引发出一系列问题链

环环相扣。 

2. 大单元教学有以下优势 

大视野：一般教学大都以课时或小单元为主要授课模式，一点点向前推进，缺乏整体性规

划。假设我们以更高位的教学设计理念，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就比较

容易看到我们教学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直接找到到达目标最短的路径。大单元教学就是要站

在更高的视角，寻找到达教学目标更有效率的路径。 

   大整合：大单元教学通常以一个大问题、大情境、大概念，通过相关联的知识、一个项目、

一个主题为主线层层递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需要学生不断学

习、了解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是一册课本上的，也可能是跨年级课本上的，甚至可能是

跨学科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