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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核心概念”这个热门话题下，笔者结合高中生物学科的特点从教学设计的角度开展，意在探索一种有效帮助学生建构核心概念

的教学设计方式，并为高中理科核心概念教学提供一些实践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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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科知识量日益增加，但学生学习时间有限，这就需要学生尽

可能掌握各科主干知识，这就是“核心概念”。教师的教学设计就应该是

围绕“核心概念”而开展。 

乌美娜教授通过提炼和总结很多教学设计模式共有的特征和要素，

提出了教学设计过程的一般模式。这个模式展示了教学设计工作的各个环

节，其中学习者的分析、学习目标的定位、教学策略的选择和教学评价构

成了教学设计的四大基本要素，这个一般模式对具体教学设计的实践工作

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它的适用范围也较广，可以是各种层次知识的教学设

计，例如一门课、一个单元、一节课或者其中的一个教学活动等。 

基于上述一般教学模式，笔者提出了基于核心概念的教学设计的流

程，分为八个环节，下面就各个环节一一分析。 

1 对教材中核心概念的筛选 

高中生物必修各模块内容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内容，是培养学生生

物科学素养的载体。对于教材中核心概念的提炼和划分，笔者认为可以

从课标的内容和要求着手，以教科书上的章节为顺序，逻辑上也遵循教

材内在的逻辑关系。选出的核心概念使用陈述句表述，力求做到简明扼

要、高度概括，符合高中生对生命本质的认知层次。在具体确定核心概

念方法上，笔者提出文献参照法和比较研究法供大家参考。 

1.1 文献参照法 

搜索关于生物核心概念界定的现有文献，从中挑选有参考价值的文

献。挑选原则为文献的作者有一定的影响力，研究方法严谨，发表的刊

物是本专业的核心刊物，例如朱晓林老师发表在“生物学教学”上的《高

中生物学教材中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基本划分》、张颖之和刘恩山老师发表

在“课程·教材·教法”上的《基础教育课程中遗传学核心概念内容和

呈现方式的研究》、李红菊和刘恩山老师发表在“生物学通报”上的《中

小学生物学课程中生态学重要概念的筛选及其表述》。 

1.2 比较研究法 

对于现有文献没有涉及到的章节的核心概念的筛选，将使用多种涉

及到概念的资料（包括课标、3 个版本的教材及教辅资料），进行对照，

通过分析重现频次来确定，筛选到的相对重要的概念，再通过一线教师

的讨论和意见最终确定。这样筛选的基本思路是：（1）学科核心概念的

确定应该是研究者的共同观点；（2）如果在各种课程文件或教辅资料中

多频次提到某个概念，则可以认定这个概念是相对重要的。 

2 细化核心概念的下属概念 

核心概念是学科的主干知识，在表述上有很强的概括性。要想让学

生很好的构建核心概念，教师首先要细化核心概念的下属概念，也就是

深入挖掘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概念的形式表示出来，让学生通过

一个个具体的概念逐步构建出核心概念的蓝图。在梳理下属概念时，以

“重点”和“主干”为基本理念，下属概念分为“一般概念”和“具体概

念”，在表述上分两种形式：（1）有具体的学术科学名词相对应的，应用

学术名词来代替，例如“群落”、“生态系统”等；（2）没有具体学术名

词相对应的，应用陈述句来表述，例如“细胞离不开生命活动”、“细胞

是由分子组成的，不同分子组成的不同物质承担不同的作用。”等。 

3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指在对核心概念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学习者本年龄段认

知特点和对先前知识基础掌握情况的分析。学习者本年龄段认知特点的

分析是基于专家学者的综合研究，这是教育者所必备的职业素养要求，

就是要了解各年龄层次的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者对先前知识基础掌握

情况的分析，首先就是在教材的分析阶段要知道本节内容相关的知识基

础有哪些，通过分析解决“学生在前面的学习中接触了哪些”，“对本节

课学习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促进的还是干扰的”等问题。更为准确

的掌握还可以利用调查法或者课前诊断法做出更明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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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调查法 

可以是课下对学生的谈话了解，也可以是不记名的纸条反馈，或者

进行正规的问卷调查法。 

3.2 课前诊断法 

这需要教师通过前期的分析，在前面内容基础上与本节内容形成联

系而以试题形式呈现给学生，通过在学习本部分内容前的一个测验来系

统掌握学生的学前状况。 

4 确定教学目标，并形成基本问题 

教学目标一般以陈述句的形式表达，是教学之后学生所达到的预期

表达。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首先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基本问题的形

式，这样的话教学设计的工作可以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过程，使教学工作

目的明朗化，更加确切。 

5 设计教学活动 

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最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教学策

略选择的合适与否可以决定一个教学设计的水平高低。在基于生物核心

概念的教学设计当中，确定教学策略选择的因素有很多：（1）学生角度，

设计者除了要关注学生的原有知识基础外，还要注意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动机等；（2）教师角度，对学生的了解情况、对教材的掌握程度以

及对教学策略的运用程度都会影响到教师对教学策略的选择。可供大家

参考的教学策略有问题驱动式教学策略、科学史教学策略、情景创设教

学策略和概念图教学策略。 

6 阶段性核心概念的总结 

围绕核心概念的一般概念学习之后，需要有一个整合的过程，学生

才能够完整、深刻的理解核心概念。学习过程是“由下及上”，总结过程

则是“由上及下”，概念图是个不错的总结策略。 

7 阶段性核心概念知识体系的构建 

核心概念在整个生物知识体系中不是独立存在的，相互之间是有关

联的。散乱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利于掌握和知识整合的，所以在阶段性学

习结束后，可以把相关联的几个核心概念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帮助学

生构建核心概念的知识体系，这样便于记忆的同时，更加深了学生对核

心概念外延的理解。 

8 教学成果评价 

教学成果的评价是任何一种教学设计都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它对

学生阶段性知识巩固的同时也给予了教师反馈，从而在此基础上对教学

设计进行修改。基于核心概念的教学设计中教学成果的评价分为三种层

次：单个概念构建后检测、构建核心概念后检测和形成知识体系后检测

三个层次。 

单个概念构建后检测也就是即时练习，穿插于整个课堂；构建核心

概念后检测是在构建一个核心概念之后进行的小测验，频次可能是一节

课后或者几节课后；形成知识体系后检测，这是在学完一整个关联的核

心概念知识体系后的整体测验，频次较低，有可能是一学期几次，甚至

一次。 

在教学实践中，基于高中生物核心概念的教学设计对学生掌握本学

科核心知识，构建知识网络有促进作用，是一种新的教学设计形式，虽

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值得大家尝试并共同探讨的。这也就给教学

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喻梅,汪劼.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培养策略[J].数理化解

题研究,2020(24):99-100. 

[2]陆亚琴.移动学习——开拓高中生物教学新途径[J].数理化解题

研究,2020(24):101-102. 

[3]潘素云.高中生物学探究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数理化

解题研究,2020(24):102-103. 

[4]尹红雨.结合高中生物教学开展环境教育的研究[J].试题与研

究,2020(24):96. 

[5]方茜.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生物教学优化策略[J].试题与研

究,2020(24):180. 

[6] 康 虹丽 .高中生物 生活化课堂构 建策略 [J]. 中学教学 参

考,2020(24):68-69. 

[课题项目] 

广西 2019 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课

题“基于卓越教师视角下的生物教育硕士教学案例开发与实践（课

题编号：JGY2019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运锋，河北邯郸人，教育学硕士，广西贵港市高

级中学生物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