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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学习地图” 　 构建知识体系
　 　 　 ———《一元一次不等式》单元整体教学初探

　 　 邵乐乐

（苏州市相城区蠡口第二中学，江苏苏州，２１５１００）

　 　 摘　 要：用单元整体教学的思想，借助单元起始课，对教材进行重组构建，建立“学习地图”，从而将一个单元的知识进行结

构化、体系化，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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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起始课作为一个新名词，是近几年数学教

育界同仁喜闻乐见的教改新方向．与传统的以课时为

单位的教学不同，单元整体教学侧重于对教材进行

重组建构，在一个单元开始的第一节课对这一章的

内容进行统摄，旨在引导学生高屋建瓴地达到将后

续每课时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的目的，由此实现数

学知识结构化、体系化．笔者受邀于区教育局开设一

节《一元一次不等式》单元起始课，所谓“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备课过程中对整体教学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在专家指导中受益匪浅，
现将本节课进行评析，并分享其中的思考与收获．

１　 教学目标

　 　 （１） 利用生活实例，将生活中的不等关系转化

为不等式，初步感受不等式是刻画不等关系的数学

模型，培养数学抽象和数学建模素养；
（２） 理解不等式及其解集的概念，感悟不等式

解集、不等式的解与方程解的异同；
（３） 通过数学实验初步探索不等式性质，领会

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与等式基本性质的异同；
（４） 类比一元一次方程，通过探索不等式的定

义、性质、解法，自主构建不等式知识系统，体会转

化与化归思想，感受知识系统化的过程，提高知识

系统建构能力，形成本章“学习地图”，为后续不等

式的学习做好铺垫，同时培养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

素养．

２　 教学过程

２．１　 激发兴趣 发现问题

　 　 （ １） 老师家离学校 １０ ｋｍ，上班开车速度为

ａ ｋｍ ／ ｈ，若行驶 ３ ｋｍ 后，车速提高了 １０ ｋｍ ／ ｈ，还需

１５ 分钟到达学校，可列式为　 　 　 　 ．

（２） 两校相距 １０ ｋｍ，开车速度为 ｂ ｋｍ ／ ｈ，车身

高度为 １．７ 米，若要求在半小时内到达，可列式为

　 　 　 　 ．
设计意图：由于是他校借班上课，希望利用此情

景拉进与学生的距离，同时，从实际生活出发，引领

学生体会到生活中除了存在相等关系以外，还存在

大量的不等关系，从而引出本节课的主题“不等式”，
解决了“为什么学”的问题．
２．２　 激活旧知 类比归纳

　 　 （１） 观察比较：你能将这几个式子分类吗？ 什

么叫不等式？ 你能给它们下个定义吗？ 表示不等关

系的不等号有哪些？
（２） 归纳总结：
用不等号表示不等关系的式子叫做不等式．
不等号：＞，＜，≥，≤，≠．
（３） 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等式与不等式定义

十分相似，那么我们能否类比等式的学习，来进行不

等式的知识探究呢？ 请同学们想一想，本章我们将

从几个方面来学习不等式的知识呢？
设计意图：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等式与不等式的

区别和联系，鼓励学生类比等式的定义给不等式下

个定义，并总结出不等号的五大类型．在此基础上，通
过联想，大胆猜测不等式与等式有相同的学习结构，
从而开始本章一元一次不等式学习路径的构建，开
始了“学什么”的探索旅程．
２．３　 类比归纳 形成定义

　 　 （１） 一元一次方程中我们学习了哪些定义？ 类

比方程，不等式这一章我们应该学习哪些相关定

义呢？
设计意图：通过回忆一元一次方程的知识框架，

类比构建不等式的知识框架，从最简单的一个未知

数，未知数次数为 １ 的情况入手研究，引导学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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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新知的学习都是从研究有关定义出发，迈开

“怎么学”的第一步，形成本章有关定义的知识框架．
（２） 什么是一元一次方程？ 那么一元一次不等

式的定义是什么呢？
（３） 什么是方程的解？ 什么是一元一次不等式

的解？
设计意图：利用有关定义的知识框架图逐一类

比，给学生营造大胆说的学习氛围，让定义成为学生

自己生成的知识．
（４） 归纳总结：方程的解是唯一确定的值，而不

等式的解有无数个．
一个含有未知数的不等式的所有的解，组成这

个不等式的解的集合，简称这个不等式的解集．
设计意图：结合限速标志这一生活实例，理解不

等式的解与方程解的唯一性不同，不等式的解有无

数个，从而突破不等式解集这一教学重难点，打好坚

实的“定义”基础．
（５） 解方程：每一步解法的依据是什么？
设计意图：回到情境引入的第一个问题，复习解

方程的依据，从而使得学生自发联想到接下来要探

究的知识是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和解法，进行“怎么

学”的第二步．
２．４　 合作探究　 初探性质

　 　 （１） 类比等式的基本性质，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如何呢？ 如何验证呢？
（２） 合作探究：以 ５＞３ 为例，先独立思考，再合

作交流，探索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３） 猜想：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不等式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或同一个

整式，不等号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正数，不等号

的方向不变．
不等式两边都乘（或除以）同一个负数，不等号

的方向改变．
设计意图：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本节课主要为提

出问题，对不等式基本性质的探究以小组合作为主，
对于不等号的方向需要改变的情况视学生情况进行

详略处理．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以学生小组展示为主，
若不是所有小组均能完成探索，则设置悬念，留到下

一节课进行研学．
２．５　 探求解法 回归实际

　 　 （１） 试一试：３ｘ－４≤２ｘ
（２） 两校相距 １０ ｋｍ，按一定的速度行驶 ３ ｋｍ

后，接到通知要求在 １５ 分钟内到达，车速提高了

１０ ｋｍ ／ ｈ能按要求到达，则原来的行驶速度应满足什

么条件？
设计意图：让学有余力的同学解答思考，将知识

进行应用，进一步验证自己对于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的探究结论．体会到在相同情境下，条件的细微不同，
应用的模型既可能是方程，又可能是不等式，进一步

将两章的知识紧密关联．

３　 收获与启示

３．１　 单元整体教学，学习断点系统化

　 　 在单元整体教学的设计框架下，通过单元起始

课的教学，将传统的断点式教学接续为系统式整体

教学．本节课将方程与不等式进行了有效的链接，打
通了传统教学单元之间互相隔绝的壁垒，给学生打

开了沟通已学与未学的大门，将七零八碎的知识化

为了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
３．２　 学习路径规划，提升未来学习力

　 　 单元整体教学对于初中数学而言，具有非常广

泛的普适性，几乎每一章都可以设计一节高质量的

单元起始课．通过一课时的探索，引导学生自主构建

起代数、几何的学习路径，而学习路径的建立于学生

而言无异于地图之于出行的意义，起到指引学习方

向的作用，是学习目标的具化．从此数学课堂中不仅

仅只有教师的教学目标，还有学生的学习目标，学生

有了学习路径这一“学习套路”在手，数学学习的教

师搀着学生过的独木桥有望改造为学生自驾的阳关

道，最终大幅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的目的．
３．３　 自主学习构建，夯实学科素养基础

　 　 在经历为什么学（ｗｈｙ）、学什么（ｗｈａｔ）、怎么学

（ｈｏｗ）的 ３Ｗ 探索过程中，数学课堂能够将自主学习

构建落于实处，是真正的教师引导下的学生项目清

单式研究学习．在单元整体教学的学习模式中理解知

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发展模式，掌握理科甚至

科学知识的学习法，化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教学中

注重“怎么学”，即学习方法的渗透，在本节课中学生

切实体会到了类比、归纳、实验、分类讨论等学习方

法在学习新知识的重要作用，在等式与不等式的不

断类比学习经历中，激发学生的模型观念、应用意

识，激活学生的创新意识，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

素养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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