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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生物学科课堂转型从学会单元教学设计做起
—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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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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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关键在于课堂教学 的转型 ，
开展单元教学设计的 实践研究是 实现课堂

教学转型的 重要抓手 。 通过实例 ，
从构建单元教学主题 、制订单元学 习 目 标 、精选单元学 习 活 动 、设

计单元教学评价四个环 节 ， 对如何进行单元教学设计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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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课程实施的基本要求是着眼于学生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需要 ， 从生命观念 、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展学生的

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 课程 、教材 、教学是落实学

科核心素养的三大载体 ，
因为结构化 、情境化 、凸显

学科大概念的知识 ，
发展核心素养的功能最强

［

１

］

，

所以生物学科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提出 了
“

少而精
”

原则 ，将教学内容聚焦大概念 。 课程 目标 、课程体

系结构 、课程内 容的变化最终要落在课堂上 ，必须

通过教师的教学变化转化为教学过程 ，
最终转化为

学生的素养发展 。

“

核心素养
一课程标准 （ 学科素

养／跨学科素养 ）

一

单元设计一课时计划
”

是课程

发展与教学实践中环环相扣的链环 ，

一线教师必须

４ 反思

教材中关于本节课的 内容并未涉及各种科学

史 ，要很好地进行论证式教学
，
需要教师收集大量

资料 ，有技巧地引 导学生从资料 中找到证据支撑
，

给出 主张并寻找两者的联系进行合理推理 。 由 于

学生是第
一

次接触论证式教学 ， 这给教学带来了
一

定的难度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很难进行合理推理 ，

构建证据和主张之间的联系 。 但从长远看 ，
论证式

教学能使学生的思维外显化 。 在论证的过程中 ， 可

以提高学生运用 已有知识的能力 ，发展学生的科学

思维 ，使学生能够根据生物学事实和证据更好地解

释生命现象和规律 。 同时 ， 学生在相互讨论 、辩论

基于
“

核心素养
”

展开单元设计的创造
［
２

］

。 单元是

知识结构化的重要表现 ，单元设计有助于教师整体

筹划学科教学 ， 突 出重要概念的本质和联系
；
单元

学习可激发学生深度参与学习活动 ，加强学生学习

的实践和体验过程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 、

迁移和应用 ，
提升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

１ 构建单元教学主题

１ ． １单元教学主题构建的依据

课程标准是确定单元教学设计主题的第一依

据 。 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 ， 因此教材内容也是

教师选择教学内容 、组织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 。 除

此之外
，
由于每

一个学科核心素养在学生发展的不

同阶段都有不 同表现 ， 教师只有全面了解 ，
才能站

的过程中 ，更近
一

步理解科学知识 。 如果在课堂教

学中长期使用论证式教学 ，终将优化课堂教学 ， 提

高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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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整体角度去做好单元 主题的选择和确定 。

例如 ，科学大概念
“

生物需要能量和营养物质
”

在

初 中和高 中 学段分别有不 同 的课程内容和要求 。

在初中阶段 ， 分别是从生物的 不同类别 （ 植 物和

人 ） 的角度 ，要求学生在七年级上学期能形成
“

植

物的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 ，能通过光合作用合成贮

存能量的有机物 ，通过呼吸作用分解糖类等获得能

量 ，并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能量
”

等重要概念 ；
在

七年级下学期能形成
“

人从生物圈 中摄取各种各样

的营养物质 ，
以满足 自 身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 。 人

吸收的营养物质需要经循环系统运送到身体的各

种组织 、器官 ，人体产生的废物也需通过循环系统 、

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等的协调活动排出体外
”

等重

要概念 。 高 中阶段则是深人细胞和分子层面形成

重要概念
“

细胞的生存需要能量和营养物质
”

， 包

括
“

植物细胞的叶绿体从太阳光中捕获能量 ，这些

能量转换并储存为糖分子中的化学能
” “

生物通过

细胞呼吸将储存在有机分子中的能量转化为生命

活动中可以利用的能量
”

等 。 体现了大概念始于小

的 、局部的和特定背景下的概念 ， 培养学生对科学

大概念的理解是连续的渐进过程 ， 呈螺旋式上升的

结构 。 教师只有整体把握教材 ， 明确各概念在学生

每
一

阶段学习 中 的具体要求 ，并让学生在分阶段的

学习 中 ，
逐步加深对重要概念的理解 ，

最终构建大

概念
，才能实现学生对大概念的持久理解和应用 。

１ ． ２ 单元教学主题构 建的 思路

教材中的章是单元教学设计中最为常见的单

元 ，教师可以融人 自 己对教学内容的思考 ，创造性

地将原本分布在不同章节的核心知识或科学方法 ，

以综合性 、实践性问题为主的问题类单元进行适当

整合 ，构建教学单元 ； 还可 以 根据真实情境下的学

习任务跨学科来组织 。 以体现知识的整体性 、体现

内容内在的思想方法 ， 为学生整体把握知识 、提升

素养提供平台
［ ３

］

。 例如 ，高 中生物必修 １ 的 细胞

膜 、有膜结构的细胞器 、
物质的跨膜运输等 内容都

与膜的结构和功能有关 ，
教师可打破章节限制 ，

按

主题任务
“

生物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

组织成单元

教学主题 。 初中生物新课标第五个一级主题
“

生物

圈中 的人
”

中的
“

１ ． 人的食物来源于环境
” “

２ ． 人体

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

３ ． 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
”

三个二级主题 ， 都与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有

关 ，存在知识之间的 内 在逻辑联系 ，
在教学中可以

整合为
一

个单元
“

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进行

整体设计。 下面以
“

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单

元为例 ，谈谈如何进行单元的学习 目标 、学习 活动 、

教学评价的设计 。

２ 制订单元学 习 目 标

单元学习 目标是指在完成单元学习之后 ，学生

应该获得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学习结果 。 单元学习

目标可以帮助教师明明 白 白地开展教学活动 ， 校正

教学方向 。 教师需要在深入分析教学 内容和学情

的基础上进行清晰表述 。

２ ． １ 分析单元教学 内 容

２ ．１ ． １ 挖掘单元教学主题的内在结构
“

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单元可使学生形

成重要概念
“

人从生物圈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物

质 ，
以满足 自 身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 。 人通过消化

系统吸收的营养物质需要经循环系统运送到 身体

的各种组织 、器官 ，人体产生的废物也需通过循环

系统 、呼吸系统和泌尿系 统等 的协调 活动排出 体

外
”

。 并认识到人作为生物的
一员 ，生命活动也离

不开物质与能量 ， 从而进一步理解科学大概念
“

生

物需要能量和营养物质
”

。 其中 ， 各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是教材内容组织的明线 ，而物质变化和能量转

化则是暗线 。 其内在知识联系如 图 １ 所示 。

图 １

２ ． １ ． ２ 梳理单元应发展的学科核心素养

单元学习主题 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课程标准

的落实上 ，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及其

进阶发展的价值 ，还体现在对于学生学会学习 的价

值 。

“

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单元在发展学科

核心素养上的价值可梳理如下 ： （
１

）基于对人体生

命活动需要能量的理解 ，认同能量对于维持系统有

序的结构 、实现系统的功能有重要作用 ； （
２

） 基于

对能量的储存 、释放都离不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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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理解 ，认识生命系统是物质的 ； （
３

） 通过对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和泌尿系统 的结构

和功能的理解 ，认识到生命 系统的结构都是有序

的 ，
且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各个系统相互联系 、相互

协调 ，共同完成能量的供给 ；
（ ４ ） 关注 自 己 和家人

与消化 、呼吸 、循环和排泄相关的健康问题 ， 能够运

用相关知识指导 自 己和家人健康地生活 ，并向他人

宣传这方面的科学知识。

２ ． １
．
３ 明确单元 内容中生物学事实 、重要概念和

生命观念的关系

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培养离不开概念 ，大概

念是在若干重要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重要概念又

是在具体概念的基础上形成 ，具体概念则是基于若

干生物学事实性知识而形成的 。 因此 ， 明确单元主

题下事实 、概念和素养之间 的关系 ， 可使教学更有

指向性 （ 表 １ ） 。

表 １

生物学事实 重要概念 生命观念

（ １ ） 消化系统的组成 ，小肠的结构与功能

（ ２ ） 呼吸系统的组成 ，肺泡的结构与功能

（ ３ ） 循环系统的组成 ，
血管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 ４ ） 泌尿系统的组成 ， 肾脏的结构和功能

各系统结构有序 ， 相互联系 、相互协调 ，
以完成生命活动中

能量的供给 ，
且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结构与

功能观

（
１

） 食物 中的营养成分
，
糖类和脂肪是人体

的 主要供能物质

（
２

） 消化和吸收的过程

（ ３ ）发生在肺部及组织细胞处的气体交换过程

（ ４ ） 血液循环的途径

（ ５ ） 细胞中有机物在 ０
２ 的参与下被氧化分解

（ ６ ） 尿的形成和排出 的过程

人的生活离不开营养物质和 〇
２

消化系统从食物中获取营养物质 ，
以备运输到身体的所有

细胞中

呼吸系统摄取代谢所需要的 〇
２ ，排出代谢所产生的 ｃｏ

２

运输 ０
２ 、
Ｃ０

２ 、 营养物质 、废物和激素等物质

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来 自 细胞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 能量

的储存 、释放 ，离不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

人体主要依靠泌尿系统排出代谢废物

物质和

能量观

２ ．１ ． ４ 落实单元内容中可发展的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 （表 ２ ）

表 ２

具体内容 落实的学科核心素养

血管的种类 ；静脉血和动脉血 比较与分类

科
学
思

维

说出食物 中的营养成分 归纳与概括

制作小肠壁结构的模型

模拟
“

血型鉴定
”

设计血液在人体 内循环流动的模型

模型与建模

说明能量来 自细胞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分析与综合

探究发生在 口腔内的化学消化

验证人体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的 ｃｏ
２

观察血涂片

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流动现象

探究几种食物热价的差异

针对特定的生物学现象
，
进行观察 、提问 、实

验设计 、方案实施 、讨论交流结果

科
学
探
究

调查当地有关食 品安全问题的实例

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

收集有关肾透析 、肾移植方面的资料

展示交流血液循环模型

制作预防糖尿病 、预防 ＣＯ 中毒的板报等

关注社会议题 ， 关注 自 己和家人相关的健康

问题 ， 指导 自 己 和家人健康地生活 ，
并 向他人

宣传

社
会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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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是
如何被

消化 的 ？

基 本问 题

消化 系统

的哪 些 结

构特 点适

合消化和
吸收 ？

真实情境

常见盒 装 缺乏各 －

—■ 粒 西

或 袋装 食 类营 养 瓜种子

物的 营养 物质 后 在人体

成分和 生 出现的 内 的旅行

产 原料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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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２ 深入分析学情

学生在七年级上学期学习 了植物的生存需要

物质和能量 ， 能够概述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

有机物和 〇
２ ，获得能量 ，

且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生

物提供食物和能量 。 这些重要概念为学习本单元

奠定了基础 。 但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 的能量从哪

儿来 ，学生并不清楚 。 大多数学生都知道人体是通

过食物获取营养 的 ，但对食物中含有的营养成分的

认识有限 ，对营养物质的作用以及营养物质如何进

入人体 ， 营养物质怎样供给每个细胞使用并不清

楚 ，对营养物质和能量的关系也不能建立联系 ， 需

要通过本单元的学 习初步把握 。

２ ． ３清晰表述学 习 目 标

（
１

）说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及其作用 。

（ ２ ）描述人体消化系统 、 呼吸系统 、 循环系统和泌

尿系统的组成 ， 能认同各系统的结构是有序的 ，
且

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相适应的 。 （
３

） 概述食物的

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
概述发生在肺部及组

织细胞处的气体交换过程 ，概述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过程 。 （ ４ ） 说明构成人体的细胞的生活需要营养

物质和能量 。 人体靠消化系统吸收营养 ，靠呼吸系

统吸入 〇
２ 、排出 Ｃ０

２ ，靠排泄系统排出尿素等废物 ，

靠循环系统运送这些物质到组织细胞 。 细胞吸收

营养物质 ，转变成 自 身组成物质 ， 其中部分有机物

教 学 研 究
＾￣１

氧化分解释放能量用于生命活动 。 （ ５ ） 通过调查

食品安全问题 、设计食谱 、收集相关资料 ，关注 自 己

和家人的健康问题 ，
运用所学知识指导 自 己 和家人

健康地生活 ，并 向他人宣传 。 （
６

） 通过
“

探究发生

在口 腔内 的化学消化 、观察血涂片 、观察小鱼尾鳍

内血液流动现象 、验证人体呼出 的气体中含有较多

的 Ｃ０
２ 、探究几种食物热价的差异

”

等实验和
“

小肠

壁结构 、血液循环
”

模型制作活动等提升探究能力

和科学思维 。

３ 精选单元学 习活动

学习 目标要在具体的学习活动 中实现 ，有价值

的学习任务通常是关于为什么 、怎么 办的任务 ，
需

要教师设计能够促进学生思考 的问题和 引导学生

建立认识角度的问题 ， 而这些问题的最终指向应该

是完成学习任务 ，达成学习 目标 。 教师在教学设计

时可把重要概念转化 为具体概念 ，
把具体概念 以

“

基本问题
”

的形式表达出来 ，
即用

“

如何
” “

为什

么
”

或
“

怎么样
”

等引 发学生思考 的表达形式呈现

给学生
［
４

］

，或精选能承载引发学生主动提出
“

基本

问题
”

的科学事实 、生活现象等真实情境 。 让学生

在提出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深刻领会
“

基本

理解
”

的内容 。 以 问题驱动教与学 ， 促进学生对具

体概念的理解 ， 最终建构重要概念 。 例如 ，
二级主

题
“

人的食物来源于环境
”

的学习活动设计 （ 图 ２ ） 。

重要概念

具体概念

消化 系 统从食物 中 获取

营养 物质 ， 以 备运输到

身 体 的所有 细胞 中

１ ｉ

人体 生命活动

需要营养 物质

消化 系统 的结构是有
序的 ， 适合消化食物 ，

吸收 营养物 质

大分子物 质在 消 化 系 统

发 生物理 性 、 化 学性消
化 ， 营 养物质被吸收

健康 的 生活需要

安全的食品和合
理 的 营卷

图 ２
“

人的食物来源于环境
”

学 习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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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计单元教学评价

单元教学评价要注重从整体上对学生的学习

进行评价 ，而不是局部地 、孤立地评价学生 。 因此 ，

在设计单元教学评价时 ，要注重单元学习 过程中的

评价
，
尤其是对学生完成任务过程 中 的思维过程 、

思维水平的评价 ，对知识 内容整体的 、深人 的理解

与把握 ，对生物学思想方法的体会程度等 。 评价设

计的重心是怎么去有效地反馈信息 。 例如 ，在
“

人

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供给
”

单元中可设计如下 ：

（ １
） 完成知识结构图 （ 图 ３ ） 。

ｔ尿素 等废物

０
２
、 营养物质

尿 素 、 ＣＯ
：

等废物

生命

活动

用 于

的主体 。 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 ，学生以建构的方式

学习结构中的知识 ，再构建为 自 己 的知识结构 ， 提

升学科核心素养 。

表 ３

Ｃｏ，

细 胞 ：


＋


— ｃｏ
２

＋ ｈ
２

ｏ＋ Ｉ＾￥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ｚｘｓｗ

ｊ

ｘ ．ｃ ｏｍ

图 ３

通过知识结构图帮助学生整体把握本单元知

识内容 ，评价学生对本单元重要概念之间的联系 的

把握情况。 对于知识结构程度较好的学生 ，
甚至可

以让学生 自 己建构所学主题的概念图 ，使学生有意

识地建立联系 、建构意义 ，并外化其思维过程 ， 提高

其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

（ ２ ） 不吃早餐或过度 的节食减肥导致的贫血

都会使人表现出 头昏 、注意力不集 中 、记忆力差等

症状
，
重者可 出现嗜睡或昏迷现象 。 请运用本单元

知识分析症状出现的原因 。

本题通过让学生运用本节所学的生物学知识

解释现象 ，达到知识在生活中运用的 目标 。 主要考

查的核心素养是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 ，要求学生能

够推理物质与能量之间 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准确描

述 。 通过水平一 、二、三的划分可使教师能够区分

出学生所达到 的不 同素养水平 ， 并及时调整教学

（表 ３ ） 。

单元教学设计可 以实现课程改革从知识为本

向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转变 ，帮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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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水

平划分
学生表现描述

水平
一

能说出症状 出现的原因 是不吃早餐导致了 血

糖低 ；过度节食减肥导致的贫血是红细胞少或其

中 的血红蛋白 含量低

水平二

能说出症状出现 的原因是人体能量的供给不

足
，
不吃早餐导致了血糖低 ；过度节食减肥导致

的贫血是红细胞少或其 中 的血红蛋 白含量低 。

人体的能量供应需要血糖和 〇
２

水平三

能说出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能量主要来 自细胞

中糖类的氧化分解 ， 不吃早餐导致了血糖低 ， 使

细胞中糖类减少
；
过度节食减肥导致的贫血是红

细胞少或其中的血红蛋白 含量低 ，红细胞运输氧

的能力弱 ， 细胞获得的 〇２ 少 ，
因此细胞中糖类的

氧化分解减少 ，产生的能量减少 。 导致人体能量

的供给不足 ，
因而出现头昏 、注意力不集 中 、记忆

力差 ，甚至嗜睡或昏迷等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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