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单元教学将具有内在联系的学科内容作为一

个整体，在教学上打破教材原本的课时限制，重新构

建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及教学实际的新知识体系，从而

实现教学过程的高效，引导学生从核心概念出发，实

现理论向实际的迁移。美国教学改革专家格兰特·威

金斯提出的“逆向教学设计（UbD）”理论为大单元教

学设计提供了思路。

“逆向教学设计”理论包括三个阶段：①从预期学生

学习结果出发，设立学生可及的学习目标；②确定恰当

的评估方法；③规划相关教学过程。学习目标是根据学

情制定的学习预期，与教学目标相比，具有清晰、适切和

可操作性，是学生能够明确的学习指南。由于大单元教

学打破了传统教材课时的限制，为实现学习的真实发

生，教师应该以学生学习为主导，以评估学生是否实现

学习目标的途径为单元核心任务，围绕核心任务展开教

学过程，以核心问题引领学生的主动学习。

1 基于“逆向教学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

计思路

基于“逆向教学设计”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如图1所示。

基于UbD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
——以“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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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UbD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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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研究调查报告

1.1 确定学习目标

课程标准规定了高中生物学课程的性质、基本理

念，明确了核心素养以及为达成核心素养所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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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学习目标是课程标准内容要求的具体化，

是达成课程标准有关课程目标的描述在本单元学习

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对“掌握科学探究的思路和方

法，善于从时间层面探讨或尝试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的重点强调。

学习目标是从学生的角度，指引其完成高中生物

学课程标准要求的解读，是提炼核心问题、构建核心

任务、设计学习评价共同的依据，从而实现“教—学—

评”一致，精准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

学习目标分为 3个层次。最高层次为“迁移应

用”，是要求学生通过完成单元任务学以致用的最终

目标，一定以解决生活中或科学研究中的真实问题为

目的。第二层次为深入理解，对应着课程标准中的核

心概念及其重要概念，是学生通过学习应该形成的科

学观念，也是其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这种深入理解

是需要随着学习不断进阶的，是影响学生未来生活决

策以及终身学习的重要观念。第三层次为掌握知能，

是本单元需要学习的具体科学事实，是学生形成“深

入理解”层次核心概念的脚手架，能够指导学生完成

具体的学习事件。

1.2 设计核心问题、核心任务，确定评估证据

（1）核心问题引发学生的兴趣，带动学生在单元

学习中持续研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达成课

程标准中“高度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经历，强

调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主动参与的过程，让学生积极参

与动手和动脑的活动”，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并保持持久投入的有效策略，是一个与学生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有趣的问题——这就是核心问题。核心

问题的功能不仅是引发学生的兴趣，更是突出单元核

心概念的一个开放性问题。这一问题没有固定答案，

因此为了避免学生“浅尝辄止”，需要学生持续投入精

力，在任务中找寻问题的答案，最终融合自己的理解，

给出一个核心问题的“参考答案”，达成学习目标。开

放性的问题答案体现了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同时受学

习量规衡量，真正实现“面向全体学生”。

（2）核心任务帮助学生解决核心问题，实现学习

目标，达成课程标准的要求。课堂不再是教师展现自

我的舞台，而是学习真实发生的地方。为了实现学习

目标“迁移应用”层面的要求，本单元以核心任务贯穿

始终。该核心任务的设计来源于学生身边真实发生

的生物学现象，是亟待解决的真实问题。教师摈弃了

传统教学中“讲授策略”中学习内容抽象、“不接地气”

的弊端，使学生在富有趣味的核心问题引导下，参与

到具有内动力参与的核心任务中，深度体验学科知识

与生活生产实际之间的联系。在解决核心任务所提

出的挑战的过程中，学生依然需要掌握基本知能，没

有脱离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学科内容要求，将课程理念

中“核心素养为宗旨，教学过程重实践”相关内容在单

元学习中落地。基于核心任务的单元学习，有别于传

统课堂教学中知识为本的学习框架，具有不良结构，

学生谋求问题解决的路径具有复杂多样性。为了保

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在不良结构的背景下，笔者设

计了配合核心任务的子任务，将核心问题拆解为基础

阅读任务、材料分析任务、动手实验任务，学生在可参

考的子任务引领下逐步攻克有难度的学科知识，形成

科学概念，逐步完成核心任务，解决核心问题。

（3）利用学习量规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核心任

务的评价不仅限于纸笔成绩，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

评价既需要传统的考试命题，更需要表现性任务的显

性化学习成果。因此，通过制定评价量规引导学生明

确任务内容、任务进行方式和任务完成指标是建立评

估证据的有效方式。评价量规既是学生学习的指挥

棒，也是评价学生完成任务程度的索引。评价量规的

制定直指理论研究中确定的单元学习目标。虽然学

生的学习进程有所差异，但学习成果殊途同归，要符

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习目标的预期。每个单元的

核心复杂任务与分解出来的用于支撑的子任务都要

匹配对应的评价量规。评价量规需要兼顾课程标准

要求的学科概念知识性的落实，以及应用核心概念解

决实际问题的表现。学习进阶理论需要教师深入评

价量规的制定过程，用促进学生连续性发展的眼光对

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做出合理、科学的行为预测，从

而制定科学可靠的量规。

2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单元设计案例

2.1 基于课程标准制定学习目标

（1）利用“植物激素通过协同、拮抗等方式共同实

现对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的观点解释生活中的植物

生长现象，使用植物激素及类似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

（2）举例说明植物激素通过协同、拮抗等方式共

同实现对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3）说出生长素的产生部位、运输特点和作用特

点；解释植物向光性、向重力性、顶端优势等现象产生

的原因；解释运用生长素培育无子果实、防止落花落

果、除杂草和促进扦插枝条生根的原理；举例说明不

同的植物激素的生理作用；举例说明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2.2 单元核心问题与核心任务的设计

2.2.1 核心问题

为了引发学生的兴趣，带动学生在单元学习中持

续研究，教师提出以下问题：不能像动物随意运动的

植物如何应对各种环境因素而趋利避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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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核心任务

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解决核心问题，实现学习目

标，达成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师构建以下具有真实生

活情境的核心任务：秋高气爽，这本应是一个收获的

季节，但在教工食堂通往高中楼的路旁，有两棵枝繁

叶茂却满地落果的桃树。今天中午，总务处主任望着

满地落果犯了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桃

树长虫子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呢？”现在就请你做一

名大侦探，和小伙伴儿一起找到这两棵桃树，探寻落

果的原因，结合本单元内容，查阅相关资料文献，提交

一份详细的调查研究报告，帮助教务主任提出解决方

案，为教务主任排忧解难。

为了帮助学生有效展开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

标，教师为学生提供以下可参考的子任务（表1）。

子任务名称

品味经典，广泛阅读教材或
专业文献，理解植物有哪些生
存“智慧”

亲身体验，实验探究植物的
生存“智慧”以及产生“智慧”的
机理

展示汇报

任务内容

①阅读教材相关内容，完成阅读手记和《学习诊断》相关内容；

②阅读相关文献资料，追根溯源，深入分析植物产生“智慧”的机理，完

成阅读手记

穿心莲是一种常见的药用植物，具有清热解毒、增强免疫的功效。以穿

心莲为研究材料，对其生长特点进行研究。请以小组为单位，思考以下问

题，并设计实验进行验证：

①穿心莲是否有向光生长的特点？

②穿心莲的根、茎是否有特定的生长方向？

③在穿心莲的营养繁殖中，折断的茎干能否长出根系？需要什么条件？

④穿心莲的鲜嫩茎叶具有食用价值，如何让其生长出更多的侧枝？

请利用最初提供给每组的穿心莲进行培育，设计实验方案，及时观察实

验现象，完成一份穿心莲培育手册，收获大量的穿心莲食材

①分析桃树落果的原因；
②结合本单元内容提出相关激素作用机理；
③讨论防止桃树落果的方法

评价方式

自评和小组内组员
互评

根据实验量规进行
评价

以辩论的方式开
展，组间互评

课时

3

2

1

表1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子任务

2.3 学习工具的开发与脚手架的搭建

在进行每个子任务时，为了帮助学生明确实现学

习目标的依据，笔者提供了如下学习工具（图 2）与资

源。

学习目录：科学家是如何层层深入，严谨分析，揭开植物生长素的面纱？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

待解决的问题：

待解决的问题：

待解决的问题：

待解决的问题：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

观察实验现象：

达
尔
文
的
实
验

詹
森
的
实
验

拜
尔
的
实
验

温
特
的
实
验

图2 教师提供的学习工具

教师提供了帮助学生阅读的手札：

雷（P.M. Ray）将燕麦胚芽鞘切段进行了一系列的

实验，将切段放在不同pH及一定浓度 IAA的溶液中，

结果见表2。
基于上述结果，雷利和克莱兰于1970年提出了生

长素作用机理的酸生长理论。 其要点是：① 原生质

膜上存在着非活化的质子泵（H+-ATP酶），生长素作

为泵的变构效应剂，与泵蛋白结合后使其活化。② 活

化了的质子泵消耗能量将细胞内的H+泵到细胞壁中，

导致细胞壁基质溶液的 pH下降。③ 在酸性条件下，

H+一方面使细胞壁中对酸不稳定的键断裂，另一方面

使细胞壁中的某些多糖水解酶活化或增加，从而使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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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木葡聚糖与纤维素微纤丝之间的键断裂，细胞壁松

驰。④ 细胞壁松驰后，细胞的压力势下降，导致细胞

的水势下降，细胞吸水，体积增大而发生不可逆增长。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根据公认的酸生长假设，氢

离子介导生长素对细胞壁松弛的作用。氢离子来源

于质膜 H+-ATPase，人们认为生长素促进质膜 H+-
ATPase的活性。酸生长假设有下面5个主要预测，请

根据你的认识进行填写：

（1）如果磨损表皮使氢离子接近细胞壁，则酸缓

冲液能够单独 细胞短期生长。

（2）生长素应该能 质子外排的速度（细

胞壁酸化），并且质子外排的动力学与生长素诱导的

生长十分一致。

（3）中性缓冲液应该能 生长素诱导的

生长。

（4）能促进质子外排的复合物（除了生长素），应

该能 生长。

（5）细胞壁应该含有适合 （填“酸”、

“碱”或“中”）性pH的“细胞壁松弛因子”。

2.4 学习量规的制定

核心任务与子任务是否实现学习目标、达成课程

标准的要求，需要利用“学习量规”进行衡量。依据课

程标准与学习目标，在单元学习之初为学生发放、讲

解、分析学习量规，指引学生依照量规开展学习、自我

评价、相互评价，并由教师最终依据量规（表3）进行学

业评价。

表2 IAA和H+对燕麦胚芽硝切段伸长的影响

处理

切段
表现

① IAA

伸长、介质pH
下降

② IAA+pH4
缓冲液

伸长
（转入③）

③ LAA+pH7
缓冲液

伸长停止
（转入④）

④ LAA+pH4
缓冲液

重新伸长

⑤ pH3.2~3.5
缓冲液

伸长
（转入⑥）

⑥ pH7
缓冲液

伸长停止
（转入⑦）

⑦ pH3.2~3.5
缓冲液

重新伸长

评价项目

现象描述

原理分析

建议对策

缘由阐述

成果预估

风险分析

及预案

优秀级

用不少于2张图片和不少于200字的语言描述“那棵
桃树”所遭遇的问题，包含植物个体水平、器官水平和
解剖结构的深刻挖掘

利用本单元所学习的植物激素内容，以及结合初中生
物学等知识，用不少于200字的语言，对“那棵桃树”的
问题进行生物学分析，剖析产生落果现象的内部原因

基于原理分析，向总务处主任提出不少3点“拯救那
棵桃树”的建议对策。每条对策从不同角度出发，具有
可实施的意义

针对自己提出的每一条建议，用不少于50字的语言
给出建议背后的原理和科学依据，具有信服力、符合生
物学原理

用不少于100字的语言描述采取措施后能够获得的
成果，预期“那棵桃树”来年的生长状况

用不少于 200字的语言，分析假设采取你的措施后
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提出相应预案解决可能的问题

合格级

用图片和文字描述“那棵桃树”
所遭遇的问题，包含个体水平和器
官水平的描写

利用本单元所学习的植物激素内
容和植物生长发育的知识，分析“那
棵桃树”产生落果的主要原因

基于原理分析，向总务处主任提
出“拯救那棵桃树”的建议对策，具
有可实施的意义

针对自己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描
述背后的科学依据，符合生物学原
理

描述采取措施后能够获得的成
果，预期“那棵桃树”来年的生长状
况

能够提出采取措施后可能产生
问题的假设，没有合理的预案来配
套

不合格级

用简单的文字笼统描述“那棵
桃树”所遭遇的问题，仅限于个体
水平，没有深及内部原因

仅从植物激素角度对“那棵桃
树”产生落果的原因进行解释，没
有结合真实发生的其他问题

基于原理分析，向总务处主任
提出“拯救那棵桃树”的建议对
策，仅有理论意义

针对自己提出的每一条建议，
描述背后的科学依据，不甚符合
真实情况，有不科学之处

对采取措施后可能产生的结果
预测不清

由于对采取措施后可能产生的
结果预测不清，不知道可能产生
的问题

表3 教师制定的学习量规

3 基于UbD理论的大单元教学反思

基于UbD理论的大单元教学设计是以真实任务

带动学生主动学习，彻底改变课堂组织形式。学生以

小组合作为主要学习方式，教师的角色则转变为发放

任务、提供学习资源、监控学习节点。这种变革促使

学生边应用边学习，在学习中进行信息的输入和输

出、参与社交活动、将学习成果作品化，符合国家教育

变革的总体思路，符合新课程标准提出的课程理念，

将国家课程转变为基于项目的学习，试图在每个学习

单元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任务），是学生发展必备品

格、关键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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