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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学核心素养的这一整体目标的提出，“单元整体教学”理念和实践拓展了新的教学视野，它是基

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提出的教学理念或主张。本文从解读章首课、

在章首课中构建单元整体，从单元整体教学引领全章节，从而了解知识脉络、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落

实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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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overall goal of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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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whole teaching” have expanded a new teaching horiz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stage and integrity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first lesson of the chapter, constructs the whole unit in the first lesson of the chapter, and guides 
the whole chapter from the overall teaching of the unit,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context, 
provide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and implement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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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学核心素养的这一整体目标的提出，“单元整体教学”理念和实践为我们拓展了新的视野，

它是基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提出的教学理念或主张。 
单元整体教学与传统的课时教学相比，有如下几点区别：从内容上看，单元整体教学把单元内容为

主线；而课时教学的重点是本节课的内容。从结构上看，虽然两者都是新授课，但是单元整体教学是整

体(总)结构，指引本章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课时教学是局部(分)结构，研究某一节课的重难点[1]。从作用

来看，单元整体教学引领全章节、对后续学习起示范的作用，即在宏观上呈现整章内容的知识脉络、提

供研究思路和方法；而课时教学起细化课时教学知识点的作用，即在微观上追根溯源知识点的产生、形

成和发展,虽然单元整体教学与课时教学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 
那么我们一线教师如何实施单元整体教学，一般可以把章首课作为实施“单元整体教学”的最佳素

材，下面笔者以苏科版七年级 9.1 节《单项式乘单项式》为例，谈谈如何解读章首课、在章首课中构建

单元整体、在单元整体教学中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问题。 

2. 教学过程 

2.1. 整体感知本章脉络 

设计 
问题 1：小学里，我们学习了正数的分类和运算，初中引入了“负数”，对“算术数”扩充为“有

理数”，我们学生已经学习过有理数的哪些知识呢？(有理数的分类和运算；加减、乘除和乘方) 
问题 2：我们还学会了“字母表示数”走到初中里的“式”，我们已经学习过有理式(整式)的哪些知

识呢？(整式的分类：单项式和多项式、整式的加减运算) 
问题 3：整式还有什么运算呢？(整式的乘法、除法和乘方运算) 
问题 4：按照顺序，今天，我们先来学习整式的乘法运算。整式乘法分为哪几类相乘？(分为单项式

乘单项式、单项式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 
本章知识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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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nowledge framework 
图 1. 知识框架 

 
解读：让学生明白本章知识从哪里来？本章将要学哪些知识？学习知识的顺序是怎样的？学生已经

有了整式加减运算的经验，那么本章整式的乘法是前面加减的延续，是后续学习整式的除法(分式)、分式

方程的基础。初步感知本单元研究方向和意义，为学生搭建本单元的知识框架，从而提高学生的整体意

识，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2.2. 数形结合，引领研究方法 

设计 
问题 1：在单项式乘单项式的运算法则教学中，教材给出了以下生活情境：将几台相同型号的电视

机叠放在一起组成“电视墙”，计算这块电视墙的面积(见图 2)。(从整体上看，把电视墙看成一个大长

方形，那么它的长为 3a、宽为 2b，面积为 3 2a b⋅ ；从局部看，把“电视墙”看成是由 6 个小长方形组成

的，那么它的面积为 6ab，由此得到 3 2 6a b ab⋅ = )。 
 

 
Figure 2. “TV Wall” placement situation 
图 2.“电视墙”放置情境 

 
问题 2：我们已经学过整式的加减，你能举几个单项式乘单项式吗？并计算出结果。 
生 1： 3 2 5x x x⋅ = ；生 2： ( ) ( )3 2 3 2 52 5 2 5 10x x x x x⋅ = × ⋅ ⋅ = . 
师生共同归纳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单项式与单项式相乘，把它们的系数、相同字母的幂分别相

乘，对于只在一个单项式中出现的字母，则连同它的指数一起作为积的一个因式。 
解读：问题 1 从生活实际出发，抽象出数学问题：求几何图形面积的问题，建立“代数式”模型； 
问题 2 从数学内部出发研究单项式乘单项式，如 3 22 5x x⋅ 是依据学生已有乘法交换律、乘法结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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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底数幂的运算的知识展开的，所以这样的计算对学生并不难。 
从生活(几何)和数学(代数)两个角度共同探究得到单项式乘单项式，由几何直观得到代数结论抽象概

括为单项式与单项式的运算法则，渗透数形结合思想，这是本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后续研究单项式

乘多项式 ( )a b c+ 、多项式乘多项式 ( )( )a b c d+ + 、乘方公式 ( )2a b+ 、 ( )( )a b a b+ − 等运算法则形成过

程起引导方法和示范作用。 
结合本环节的设计，研究的数学核心活动有：数学运算、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直观想象，与之相

应的是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运算能力、抽象能力、推理论证能力、想象能力等，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2.3. 运用新知、灵活应用 

设计 

例 1 计算：(1) ( )21 6
3

a ab− ⋅ −      (2) ( ) ( )3 22 3x xy⋅ −  

例 2 (1) ( ) ( ) ( )2 22 2 23 3a bc a c a c b− ⋅ − + −  

例 3 边长为 a 的正方形的面积是 a a⋅ ，反过来， a a⋅ 也 可以看作是边长是 a 的正方形的面积。根据

上述的说法，式子 3 2a a⋅ 表示什么含义？式子 3 5 7a a a⋅ ⋅ 表示什么含义？ 
解读：例 1 是熟练应用单项式乘单项式法则，强化运算步骤，注意有理数的乘法运算，要确定正负

符号等。例 2 是整式乘法的混合运算，类比有理数混合运算，顺序是一致的：“先乘方、再乘法，最后

加减”的顺序。例 3 是学习了单项式乘法后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问题。 

2.4. 课堂小结，传递本章研究方法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我们研究的方法是什么？体现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哪些？后续还会学习

什么内容？对你有什么启发？ 
解读：本节课学习了整式乘法中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会表示实际意义；了解了几何直观与代数

结论共同研究整式乘法的方法；体会数形结合、类比对比，抽象、建模等思想，学生获得了在不断经历

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得到法则和公式的全过程的经验，感悟了数学的严谨性和运算的简单美；为后续学

习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指明了学习的思路、方法和经验。 

3. 对单元整体教学的几点思考 

3.1. 在章首课中对单元整体建构，培养学生数学学习能力 

本节课是整式乘法与因式分解的起始课，它有统领作用，具体有两个方面：一对单元整体建构，让

学生获得本章所要研究内容的整体脉络，本章课程分布由易到难(从单项式乘单项式到多项式乘多项式)，
数学运算由难到易(多项式乘多项式转化为单项式乘多项式、单项式乘单项式)。二是单元整体教学可以对

一个模块或一个单元的知识有一个系统的整体把握。教师对整个单元或整章知识的结构有着很清楚的认

识，这是还不够的，还要让学生能够知道本单元在初中数学中的地位、与前面学过的章节和后续章节的

联系，即本章所处初中数学知识链的什么位置？它的上位知识是什么？下位知识是什么？作为单元教学

设计的章首课中，既要发现显性知识，又要挖掘隐性知识内涵和外延，这些都应在教学中交代清楚，学

生学就会有目的、理解性的去学习了。 

3.2. 在章首课中引领方法，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学生对有理数的分类和运算已经掌握，通过类比对比学生可以完全得到整式分类和运算，但是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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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式乘法运算的产生(单项式乘单项式的法则)是陌生的，学生还不具备探究乘法公式及法则的经验和方法。

因此，本节课作为整式乘法的起始课，经历“操作–猜想–验证”的探究方法，让学生从两个不同的角

度自主研究单项式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的法则、公式、符号、图形等：从“几何”角度出发，由

面积直观地得到整式乘法公式；从“代数”角度出发，着眼于学生的数学现实和数学内部关联，发现和

验证公式、归纳法则，最后运用应用公式，一旦学生掌握了这些思想方法、形成思维方式，可以获取研

究方法上的“基本套路”。有了单项式乘法的学习方法引领，学生后续学单项式与多项式、多项式乘多

项式、乘法公式就能类比、对比的学习了。 
整个单元的设计遵循“简单到复杂，复杂到简单”的方法，运用“化归”的思想方法，无论单项式

乘多项式、多项式乘多项式，最终都是转化为单项式乘单项式完成的，所以单项式乘法是一切整式乘法

展开的基础。从面积到乘法公式的得出，经历了从“几何”、“代数”角度分别进行了阐述，既有知识

体系上的前后一致，又有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套路”的强化，以此为依据设计单元教学，引导学生按照

探究初中代数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探究新知的能力。 

3.3. 章首课与前后知识板块融合，培养学生创造迁徙能力 

弗莱登塔尔强调过：“学习数学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实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本人把要学的东西自

己去发现或创造出来。”一方面，通过本单元对公式法则的学习，可类比第八章《幂的乘法》对公式正

用、逆用，借助图形直观发现整式乘法法则，逆向变形探索因式分解方法，进一步体验数学知识之间的

内在联系。 
初中数学所学知识前后关联，学生从小学对正数的学习扩充到有理数、无理数，又从实数到有理式(整

式和分式)的学习，以“生活–数学–生活”宏观架构，隐藏了“抽象–演绎–建模”隐性的知识线[2]，
一般研究实数(有理数、无理数)、有理式(整式、分式)以“定义、分类、运算、法则、公式、符号”等隐

性知识线，包含“数形结合、类比对比、建模、化归、转化、抽象”等隐性思想方法[3]。这些相关知识

之间的联系和演变只有通过整个单元的连贯掌握，学生才会真实体会它们之间内容以及演变的过程。不

仅为全章教学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更是为初中后阶段代数学习(数、式、方程、不等式、函数五大板块)
做好方法引领和经验积累，培养学生创造迁移的能力。 

知识框架(中观)：见图 3 
 

 
Figure 3. Knowledge framework (Meso) 
图 3. 知识框架(中观) 

4. 结尾 

解读章首课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单元整体，建构单元整体是为了将单元板块融入同类知识模块，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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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初中、高中阶段同类型模块学习奠定基础，真正将数学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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