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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生物学课程改革顺应了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它提倡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在真实情

境中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展开教学与评价。运用立足单元视角,重整概念体系；提炼核心问题,明确教学

目标；创设真实情境,设计挑战性任务；鼓励迁移创造,渗透持续性评价等教学策略,使学生深度理解并

应用学科概念,实现知识的层进式学习和沉浸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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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high school biology curriculum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dvocating the big concepts of the discipline as the core and utilizing students' existing 

knowledge for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in real situations. It applies a unit based perspective to reorganize the 

conceptual system; extracts core issues and clarifies teaching objectives; creates realistic scenarios and designs 

challenging tasks; encourages transfer creation, and incorporates continuous evaluation and other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pply subject concepts, and achieve progressive and 

immersive learning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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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

简称新课标)倡导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组织教学。新课标亦对生

物学大概念做出了解释,生物学大概念处于生物学领域的核心

位置,它包括对生物学原理、理论的理解与解释,是生物学知识

的主干部分,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引领作用。在生物学教学中,以

大概念为核心开展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深度理解并应用所

学知识,培养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基于此,笔者建构了基于深

度学习的高中生物学大概念教学策略。 

1 立足单元视角,重整概念体系 

学科大概念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传统的“一课一得”

的教学方式不足以支撑的大概念的形成。而以单元为单位的单

元式学习模式可以统整知识内容,契合大概念教学的需要。单元

的建立、概念体系的重构须在充分研读教材、课标、学情的基

础上进行。 

1.1进行前端分析,确定教学单元 

常规来说,教材中所给的一个章节可以视为一个单元,即

“教材单元”,如必修1第4章“细胞的物质输入与输出”、必修2

第1章“遗传因子的发现”等。此外,还可以依据教学需求,以生

活经验或主题为主线组建“生活单元”(亦称主题单元、经验单

元)。无论是选择教材单元还是生活单元,均须在课程标准的要

求的范围内,以教学内容的特点、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

故此,要进行充分的教材分析和学情分析。 

例如,以教材和课程标准为依据组建的主题教学单元“被子

植物的一生”包括的内容有：种子的形成和萌发、植株的生长

和发育、植株的开花和结果。它涉及必修1《分子与细胞》、必

修2《遗传与进化》、选择性必修1《稳态与调节》、选择性必修3

《生物技术与工程》四个模块的内容,对高中所学习的植物学知

识进行了充分的整合,使其条理化、清晰化。此单元教学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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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年级的学生第二轮复习,因为此阶段的学生已经完成了高

中生物学所有知识的学习和复习,学习需求已从知识内容的掌

握转变为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加需要高阶思维的训练,以

应对综合的、复杂的问题解决。 

1.2细化教学内容,组建概念体系 

课时是教学的基本单位,一切教学模式、方法策略的应用

终都要落实到课时中才能发挥作用。故此,单元教学内容选定之

后,还需以相应大概念形成为目的,将单元教学内容的范围、难

度、先后顺序进行调整,细化分解到每节课堂之中。同时,也需

将相应大概念进行细化,形成“大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念—

生物学事实”的体系。例如,进行教材单元教学时,可将教材相

关事实纳入新课标给出的概念中,组建含有生物学事实的概念

体系。 

2 提炼核心问题,明确教学目标 

好的问题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考,

所以高中生物学教学大多围绕问题展开。进行大概念教学的关

键环节就是将大概念转化为高质量的问题,即核心问题,它具有

承载大概念的使命。教学目标即学生学习后所能达成的效果,

明确的教学目标对教育工作、学生的学习具有导向、激励等作

用。教学目标须紧紧围绕教学核心问题进行建构。 

2.1提炼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分为单元核心问题和课时核心问题,后者的形成

以前者为依据并在前者的统摄下进行教学活动。其中,教学活动

亦围绕若干子问题进行,由此可形成问题链,以问题链形式引导

教学,环环相扣,助力学生实现层进式学习。例如,进行教材单元

“细胞的物质输入与输出”的教学时,可组建如图1所示的核心

问题链。 

2.2明确教学目标 

与核心问题的分类相似,教学目标也分为单元教学目标与

课时教学目标。通过单元视角的前端分析,围绕单元核心问题建

构单元教学目标之后,在课堂教学之前,还须对具体教学内容进

行审视,以建构围绕课时核心问题的课时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

建构可站在学生的视角上,围绕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4个维度,

一般可按照“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行为结果”的方式

进行,使学生明晰“通过什么样的活动、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例如,教材单元“细胞的基本结构”及

下辖的“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教学目标可进行如表1所

示的设计。 

3 创设真实情境,设计挑战性任务 

深度学习就是学生在教师创设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情境

中,围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全身心的投入、体验成功、发展能

力的过程。真实、有效的教学情境可以增强知识与现实生活的

联系,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 

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的过程离不开好奇心和求知欲的

驱动。教师在创设情境的过程中,需利用现有的各种有利的教学

资源,如科学研究进展、新闻时事、乡土资源、名人趣事等激发

学生的学习动机。无论是深度学习还是大概念视域下的教学都

图1 “细胞的物质输入与输出”的核心问题设计 

图2 “细胞的物质输入与输出”的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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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为此,教师需要在创设的情境下,将所

设计的核心问题体系转化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使学生

在观察、调查、实验、资料分析、模型制作、科学探究等过程

中辨别真伪,建立学科概念,发展高阶思维。例如,依据在“细胞

的物质输入与输出”单元中组建的核心问题体系,可设计如图2

所示的情境和挑战性任务。 

表1“细胞的基本结构”单元教学目标和“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

作”课时教学目标 

核心素养 单元教学目标 课时教学目标

生命观念

基于细胞各部分结构与功能的特点,认

同细胞膜、细胞器、细胞核在结构与功

能上有密切联系,认同细胞是 基本的

生命系统,强化系统观。

通过挂图演示,认识各细胞器的

结构与功能,初步构建结构与功

能观；通过资料分析,认识各细胞

器之间的密切联系,认同细胞是

一个有机整体。

科学思维

基于单元学习,归纳概括细胞各结构的

功能特点；基于分泌蛋白的合成与运输

的学习,解释细胞各结构通过分工合

作,共同执行细胞的生命活动。

通过观察细胞的结构,归纳和概

括各细胞器的特点；通过科学史

学习,进行演绎推理,阐释细胞的

生命活动。

科学探究

通过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的实验、细胞

的亚显微结构的电镜照片分析、真核细

胞三维结构模型的建构,提高实践能

力。

通过临时装片制作和高倍显微镜

的使用,记录实验现象,分析得出

结论,进行表达交流,分析存在问

题。

社会责任

利用生物膜系统的相关知识,分析人工

合成膜材料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基于

克隆牛、羊、猴的实例分析,形成敬畏

生命、敬畏自然的态度,科学认识克隆

人的争议。

主动关注有关细胞研究的科学进

展,参与生物膜应用、克隆等议题

的讨论；提出科学的生活建议,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4 鼓励迁移创造,渗透持续性评价 

学生在进行知识迁移创造的过程中,也会反思自己的学习

是否扎实、完整、具有科学性。由此可见,知识迁移创造的过程

暗含了学生的自我评价。同时,迁移创造的程度需要教学评价

来判断,教学评价又可以反向促进学生的迁移创造能力的提

升。换言之,持续的教学评价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改进教学方法,还可以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迁移与创造。 

4.1创设陌生情境,鼓励迁移创造 

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学生在学习后已经对知识有了全面而

深入的理解,可以将所学内容纳入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从而在

更复杂的新情境中实现灵活应用、形成创造性、批判性的思维

方式。故可通过考察学生在陌生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学习状态和

思维模式判断之前的深度学习水平,这显然对陌生情境的设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进行“主动运输与胞吞、胞吐”的

教学设计时,在新知教学阶段以新疆的特色美食——红柳烤肉

作为切入点,引出盐碱地中明星植物——柽柳,利用柽柳抗旱、

抗盐碱的特点创设问题情境,进行相关概念的构建。在迁移创造

阶段,则可以创设利用大蒜治理水华的新情境,通过分析相关原

理,考察迁移创造水平。 

4.2进行评价设计,渗透持续性评价 

生物学大概念教学的目的为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素

养的构成是多维的、复杂的,显然单一的、终结式的教师评价不

能满足核心素养发展的要求。教学评价应是多元化的并贯穿于

教学的整个过程。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不仅能够保持

学生的兴趣和动力、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还可以帮助

教师及时获得教学反馈,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设计需整体

审视评价内容、合理选择评价工具及评价方式。例如,在进行“细

胞的物质输入与输出”单元教学时,可运用课堂观察、学生评价、

实验报告单、iPad辅助教学工具及课后作业等方式对学生结构

与功能观、推理分析、归纳概括、比较分析、实验设计与实施

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价。 

综上所述,以学科大概念为抓手,可将生物学事实、概念、

原理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知识层级。这样的教学方式既能帮助学

生从本质上理解生物学知识、建构概念体系,又可以提升思维水

平、增强实践能力、强化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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