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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大概念的课时教学与单元教学设计对接策略

浙江省 宁波市北仑 区泰河 中 学 （
３ １ ５ ８００

）张 粒

摘 要 ２０ １７ 年版高 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首 次提 出
“

内 容聚焦大概念
”

，

以此来推动 高 中 学科核心素

养的 落实 ，
而 大概念教学需要有整体教学设计 的 思维 。 以

“

减数分裂 中 的 染 色体行为
”

课时教学 实践

为例 ，

从概念层级对接 、 学 习 目标对接 、主题情境对接、 问题体 系对接 、评价 目 标对接 ５ 个 角 度探讨如

何对接围绕大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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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是处于生物学科中心位置 ，反映学科本

质 ，对学习具有引领作用的核心内容 。 大概念背后

隐藏着的是
“

生命观念
”

的联结 ，是超 出
一般概念

的思想或观念的载体 。 在
“

内容聚焦大概念
”

这一

基本理念的指导下 ，
需要教师有更高的教学站位和

单元教学设计的视野 ，
以 突破

“

只 见树木 不见森

林
”

的课时思维 ， 以整体筹划学科教学 ，注重学科整

体组织化 、结构化知识的建构
［

１
］

。 在单元整体教学

设计视野下 ，如何实现课时教学的有效对接 ？ 课时

教学如何开展才能有效对接单元大 目 标 、大主题 、

大任务 ，
发挥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引领作用 ？ 基于

以上困惑 ， 笔者就
“

减数分裂中的染色体行为
”

的

课时教学进行了实践 ，并对单元教学设计对接的相

应策略进行介绍 。

１ 概念层级对接

２０ １７ 年版生物学课程标准中首次提 出
“

内容

聚焦大概念
”

，其 中必修课程的大概念 ３ 包含 ３ 个

重要概念 （ 图 １ ） ，大概念下每个重要概念可以作为
一

个独立的学习单位 。 重要概念 ３ ．２

“

有性生殖中

基因的分离和重组导致双亲后代 的基 因组合有多

种可能
”

中包含 ４ 个次位概念 。

“

减数分裂中 的染

色体行为
”

主要解决的是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 的规

律性变化 ，
以期对遗传信息在传递时基因的分离与

重组进行细胞学解释 ，涉及 ３ ． ２ ． １ 和 ３ ．２ ．２ 两个次

位概念 ， 又是次位概念 ３
．
３ ．３ 的细胞学水平的解

释 ， 为形成重要概念 ３ ．２ 建立依据 ， 也为大概念 的

构成提供重要支撑 ，进而形成生物学科独特的核心

素养
生命观念 （ 遗传与变异观 ） 。

遗传 与 变异观

遗 传信 息控制 生物性状 ， 茅代代相 传

３ ． １亲代 传递给子代

的 遗传信息 主要编

码 在ＤＮＡ分子 上

３ ．２有性生殖 中基 因的 分

离和 重组 导致双 亲后代

的基 因组合有 多种 可 能

３ ．３ 由基因 突变 、 染色

体 变异和基 因重组 引

起的 变异是 可以遗传 的

３ ． ２ ． １ 减数分裂 ３ ． ２ ． ２进行有 性生

产 生 染 色体数 殖 的生物‘ ， 其

量 减半 的精细 遗传信 息通过配

胞 或 卵细胞 子 传递给子 代

３ ． ２ ． ３有性生 殖 中基 因 的分 离

和 自 由 组合使得子代 的基 因

型和 表型有 多种可 能 ， 并 可

由此 预测子代的遗 传性状

３ ．２ ．４性 染色

体上 的基 因

传递 和性 别

相 关联

图 １ 围绕大概念 ３ 的概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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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数分裂中 的染色体行为
”

课时教学需要基

于大量生物学事实为形成次位概念提供依据 ，如科

学史料 、显微资料 、视频资料等 ，设计模拟活动建构

减数分裂染色体行为变化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 ，

有效驱动学生对
“

减数分裂产生染色体数量减半的

精细胞或卵细胞
”

这
一

次位概念 ３ ．２ ． １ 的建立 。 而

基于配子染色体组成种类的讨论 ，

一

方面可实现对

孟德尔定律的细胞学解释 ，另一方面也支持了次位

概念 ３ ． ２ ． ３
。

２ 学 习 目标对接

传统教学章节 、课时教学更注重概念 、知识的

落实 ，难以将不同层级的概念统筹起来 。 进行结构

化教学 ，基于大概念 ，
以重要概念作为

一个学习单

位后 ，可将教学内 容进行适当统筹 ，
从更高的教学

站位上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进行单元学习 目标定位 。

重要概念 ３ ． ２ 旨在从分子水平和细胞学水平两个

维度解释遗传信息传递时的规律性变化导致的后

代变异 ，
帮助学生形成遗传与变异的观念 ， 也引导

教师站在学科价值观念的高度思考教学 目标 。

“

减数分裂中 的染色体行为
”

围绕着细胞学水

平上染色体规律性减半和受精作用实现
“

遗传
”

、

染色体组合类型 多样实现
“

变异
”

， 以遗传与变异

的观点统筹整个教学内容 ，
在整体 目标基础上设计

３ 个进阶性课时 目标 ，其层级关系如图 ２ 。

从有 性生 殖 的 遗传

现 象 中 探寻 遗 传物

质 规律 性 变 化 的 本

质 ， 形 成遗传 与 变异

的观点

课时 １
： 基于科学史料推理减数分裂 中 染 色 体的规律性 变 化 ，

通过玉

米花粉母细 胞减数分 裂相排序 和动 画 视频模拟 ， 简要 阐述各 时期的

染 色体行为特点 ，
发展科学思维

课时 ２ ： 尝试建构 减数分裂 中 染 色 体行为 变化模型 ， 建 立染 色体 、
核

ＤＮＡ 、 同 源 染 色体在各时期的 数量变化模型 ，提升科学 思维

课时 ３ ： 通过有性生殖 中配子基 因 组合 多样性的 模拟和推 理
，
形成遗

传与 变异观 ，
运 用模型 解释以 ２ １

三体 综合征为 例 的 染 色体遗 传病形

成原 因
，
借助视频资料归 纳 相关预防措施 ，

关注人体健康 ，
关爱 生命

图 ２ 单元学 习 目标与课时学 习 目标的对接

３ 主题情境对接

在大单元设计中介人真实情境与任务 ， 因为指

向核心素养的评价必须要有恰当 的情境 ，离开真实

的情境或任务是无法很好地评价核心素养的
［
２

］

。

单元教学设计的情境设置 ，除了要符合学生的认知

感受 、生活实际等 ，还要贯穿整个学习 内容 ，通过大

主题 、大情境引领学生进人沉浸式的系统思考和深

度学习 中 。

本单元以
“

有性生殖是生物界主流生殖方式及

普遍存在 的变异现象
”

科普资料为大情境 ，激发学

生对
“

有性生殖成为主流的优势是什么 ？ 有性生殖

对变异有何重要意义
”

的思考 。 基于大主题 、大情

境 ，在课时教学 中设置契合度更高的子情境 ，笔者

选择
“

异卵双胞胎与同卵双胞胎表型 比较 （ 血型 、

外观 、性别 、
睡眠特征 、性格构成 、脑 电波传递方式

等 ）

”

，引发学生对同父同母后代差异的思考 ，从现

象追寻遗传本质 ， 从细胞学水平探索遗传物质载

体——染色体的传递规律 。

４ 问题体系对接

由于多样化 、多层级概念并不适合指导实际教

学活动 ，
在明确概念层级关系后 ，需要提 出一个核

心问题
，
凝聚学习方向 ，使其成为课程的活动指导 ，

进而深化对重要概念的学习和理解 。

一般来说 ，核

心问题就是课程学习的中心 ，能引起学生对学习 内

容的探究兴趣并维持这种兴趣 ，能够启发学生深度

的 、持续的重新思考 ，能够联结学生已 有学习经验

并产生迁移到其他情境的可能
［
２

］

。

为了 回答大概念 ３ 中遗传信息如何代代相传 ，

寻找遗传规律 ， 笔者认为 ，
以重要概念 ３

．
２ 为学习

单元的整体教学设计 ， 其核心问题是
“

有性生殖如

何从分子水平和 细胞水平上实现遗传信息的规律

性变化以适应 自然选择
”

。 而减数分裂在形成生殖

细胞时实现了染色体的规律性减半 ，并通过同源染

色体分离与非同源染色体 自 由组合 、
同源染色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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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互换等特殊行为实现生殖细 胞基因组合的多样

性 ，是有性生殖后代在多变的 自 然环境中赢得 自

然选择优势的主要原因 。 为 了有效对接单元教学

提出 的核心问题 ，
笔者在课时教学设计中尝试将

概念体系转化为问题体系 （ 图 ３
） ， 由 核心 问题辐

射关键问 题 ，
以

“

情境
一

问题
一活 动

”

为驱 动 ，
学

生借助科学史料以及显微照 片资源 、 视频资源的

支持 ，
开展探究活动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深化概

念的理解 ，
建构概念联系 ，形成对遗传与变异观点

的认识 。

图 ３
“

减数分裂的染色体行为
”

课时 问题体系

Ｓ 评价 目 标对接

新课程标准强调学业评价促发展 ，在单元整体

教学设计时将评价 目标前置于教学活动而又紧跟

学习 目标之后 ，
这样既能保证评价 目 标与学习 目标

精准对接 ，又能实现以评价驱动教学的功能转 向 ，

还能避免教学 出现偏离轨道的情形 。 在单兀整体

教学设计的评价 目标导引下 ，笔者设计了课时教学

评价 目标 （ 图 ４
） ，
上接学习 目标 ，

以视其与 目标 的

匹配性 ； 下连学习 过 程 ，
把评价 目 标嵌人教学 过

程 ，
联动教 、学 、评的一致性 。 利用多元化 的评价

工具 （ 如学生在给定性任务过程 中 的作 品展示 、

设计 、描述及修正 ） 及模型等表征工具 ， 将概念 的

理解程度外显化 ，便于教师 了解教学过程 ，调控教

学行为 。

图 ４ 单元教学评价目 标与课时教学评价 目 标的对接

总之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服务于重要概念 ，
也

是大概念形成的重要支路 ，而课时教学又是核心 素

养落地的主要阵地 ，服务于课堂。 两者的概念层级

对接是基础 ，是课时教学开展的理论支撑 ； 学习 目

标对接是核心 ， 以指引课时教学精准有效地开展 ；

主题情境对接是关键 ，
是助 力课时教学 的条理线

索 ； 问题体系对接是驱动 ， 是突破课时教学重难点

的动力 ；评价任务对接是 回 归 ，是 回答 目标达成素

养落地的重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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