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通过一节课例展示逆向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并在教学活动中渗透多种教学评价方法，以教

学评价的结果引领和调控教学活动，共同指向教学目标的达成，这种教学设计方式在新课程改革背景

下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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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逆向教学设计”在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刘清锋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福建厦门 361000）

传统教学设计是先确定教学目标，再组织教学，

最后进行教学评价，强调以活动为焦点或太重视内容

的涵盖,缺乏阶段目标导向和阶段学习评价。学习后，

学生常无法说出阶段学习的重点，而只是努力跟上教

学节奏。在此背景下，1999 年美国课程与教学领域专

家威金斯和麦克泰在反思传统教学设计不足时，提出

一种新的教学设计模式———“逆向教学设计”。它调整

了教学评价的位置，强调评价设计优于教学活动，以

阶段教学评价促使教师思考、调整教学活动，在评价

导向教学的过程中落实教学目标。
1 逆向教学设计的介绍

“逆向教学设计”强调以教学目标为起点，明确达

成教学目标的证据或表现（学习评价），最后设计教学

活动协助学生学习，从而达成教学目标。该过程主张

评价设计优于教学活动，以教学评价引领和调控教学

活动。
课程标准中所规定的各项学习均可采用“逆向教

学设计”进行备课，具体实施过程包括 3 个阶段：（1）
依据课程标准和学情设置合适的教学目标。在本阶

段，教师要清楚将期望学生习得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

理解，同时理清这些目标的优先顺序。（2） 设计一定

的教学评价作为学生达到预期学习结果的证据。这些

证据不仅是单一的测验或实作任务，还可以用于思考

下阶段的教学。（3） 设计具体的教学活动，明确教师

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将设计教学活动放在最后一个

环节，因为清晰的目标有利于聚焦在教学活动上，只

有采取有目的的行动，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评价和达

成教学目标。

2 逆向教学设计的应用

以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 3·稳态与环境》———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复习课”部分教学设计为例，分

析“逆向教学设计”是在具体教学中应用。
2.1 设置教学目标和设计教学评价

依据学情将课程标准细化后，可以使教学目标由

简单到复杂，显得更有层次性，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

律。依据教学目标，教师先确定达成目标所需的具体

评价，再以预评价的结果来判断学生现有水平与目标

之间的距离，进而根据评价的需求设计教学活动。本

节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价见表 1。

2.2 设计教学活动

（1） 针对表 1 中的教学评价 1~3，可以设计以下

教学活动。
① 设置问题串,指导学生探讨问题、合作学习。
将教材中赛达伯格湖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图解

教学目标 教学评价

1.能分析生产者

的 能 量 来 源 和 去

向

1.回答某一个生态系统的总能量和生产

者的关系；

2.回答生产者固定能量的方式，模型构

建生产者的能量去路

2.能解释生态系

统的能量输入、传
递、转化和散失

3.绘图写出某一食物链中能量的转化过

程；

4.口头表述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能量

传递、能量转化、能量散失的具体含义

3.能描述生态系

统 能 量 流 动 的 概

念

5.讨论并选择合适的行为动词完善生态

系统能量流动的概念；

6.以数学等式，用“+”和“=”理清各部分

能量的关系；

7.完成概念辨析，以此判断学生对生态

系统能量流动的理解程度

本文为福建省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研究课题“逆向教学设计在高

中生物学概念教学的运用研究”（课题编号为 MJYKT2015-
119）的研究成果。

表 1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复习课”教学目标和评价

11



简化成仅剩下各个营养级的同化量（图 1）。以图 1 作

为教学活动的主线和载体，教师根据预期的教学评价

设置问题串引导学生学习。

教师提出问题：

输入此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多少？生产者通过什

么方式进行固定？该过程能量是怎么转化的？

该生产者固定的总能量是沿着什么渠道进行传

递？

生产者固定的能量仅有一小部分流向第二营养

级植食性动物，其他能量的去向如何？

② 建立能量流动模型，帮助理解生产者的能量

来源和去向。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生产者的能量去向，并在图中

进行补充，提出生产者的能量有 4 个去向：呼吸作用

以热能形式散失、分解者的利用、下一个营养级的同

化、未被利用的部分。引导学生比较观察教材图 5-6、
5-7，建立能量流动模型（图 2）。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生态系统的能量在沿着食物

链和食物网传递时的转化过程，并在图 3 中标示。

（2） 针对表 1 中的教学评价 4~7，可以设计以下

教学活动。
① 结合模型和设置情景，要求学生组织语言描

述相关概念，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要求学生根据上述构建的能量流动模型，尝

试口头表述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能量传递、能量转

化、能量散失的具体含义，并给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下一个定义。
通过问题串探讨和小组合作建立能量流动模型，

学生对能量流动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在此

基础上设置情景，要求学生口头表述相关概念，教师

根据学生表述的熟练程度、语言组织的条理性、内容

的完整性、用词的准确性等评价指标，判断教学目标

的达成度，同时根据教学经验对该教学活动进行预评

价（如，学生对各能量去向容易混淆），以预评价结果

设计下一个环节的教学活动。
② 借用数学等式，理清各去向的能量之间的关

系，将学习变得更加有趣。
教师布置任务：请用“+”“=”将以下各部分的能量

理清关系，配成等式。
消费者摄入的能量 消费者同化的能量 消费

者粪便的能量

消费者呼吸消耗的能量 消费者生长发育和繁

殖所需的能量 消费者同化的能量

消费者生长发育和繁殖所需的能量 消费者流

向分解者的能量 消费者流向下一个营养级的能量

未被利用的能量

③ 巧用概念辨析，帮助学生突破易错易混淆的

知识点。
辨析概念：经生态系统总能量是照射在生产者上

的太阳能；散失的热能可以被生产者固定再次进入生

态系统；流经第二营养级的总能量指次级消费者摄入

体内的能量。
3 逆向教学设计的启示

逆向教学设计要求教学评价将教学目标和教学

活动衔接起来，教学评价与教学目标相对应。在考虑

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将教学目标任务化，由简到繁，层

层递进，最大程度发挥教学目标的指导作用。如在知

识方面，学生对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能量代谢、生态

系统的结构等有一定的理解，并且具备一定的思维能

力，有探讨问题合作学习的习惯，主动学习意愿强烈。
教师在设计教学评价时，先引导学生讨论某一个生态

系统的总能量和生产者的关系，再构建生产者的能量

去路模型。教师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和模型构建的完

整性来判断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并做出一定的教学反

馈作为调整下一阶段教学的依据。
教学评价不再是简单地对学习结果的评价，而是

具备促进学习的作用。教学评价渗透到各个教学活动

中，以各阶段的评价结果引领各个教学活动。这种方

式能促使教师及时发现问题思考教学，保证教学活动

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展开，并在教学评价和教学活动的

相互结合过程中落实教学目标。
总之，在基于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教学评价先于

教学活动的“逆向教学设计”，更有利于明确教学目

标，从而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

图 2 能量流动模型图

图 3 能量转化过程

图 1 赛达伯格湖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简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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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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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性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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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

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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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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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散失）ATP 中的化学能

（直接用于各项生命活动）

注：图中数字为能量数值，单位：J/（c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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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高中生物教学中如何发展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
李鹏飞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中学 广东中山 528429）

要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是关键举措。“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为核心，注重发展学生的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实
践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培养有人文底蕴、能健康生活、
有责任担当的能终身发展的现代公民。
“核心素养”是跨学科素养，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

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不仅有本学科结论丰富的知识体

系，也是医学、药学、农业工程、环境保护、城市规划和

建设及其他有关的科学基础，同时包括了人类认识自

然现象和规律的一些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探究过程。因

此，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中，生物学科也

有着丰富的内涵。
1 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具体内涵

1.1 生命观念

培养学生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观点，行

使相应的功能必须有对应的结构；具有物质和能量

观，明白吸能反应和放能反应是伴随着 ATP 的水解

和 ATP 的合成进行的，生态系统中物质是能量流动

的渠道，能量是物质循环的动力；具有进化的观点，适

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进化是适应环境的表现，理解

进化的本质；具有稳态与平衡观，个体和环境都通过

反馈调节实现稳态。
1.2 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

的思维，理性思维的类型有比较与分类、分析与综合、
归纳与演绎、抽象与概括、建立模型、批判性思维等。
培养学生在有关生物学的问题情境中，基于事实和证

据，利用相关的生物学原理，通过逻辑推理予以阐述。
1.3 科学探究

在科学探究过程中学习生物学知识、发展理性思

维、培养科学态度，是一种综合能力的发展。科学探究

的过程包括根据现象提出问题、对问题作出假设、制
订探究方案（或探究实验）、实施方案（或实施实验）、

获取结果（实验现象或数据）、得出结论、表达和交流

以及进一步探究。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提出问题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如查阅资料

能力）、实验设计能力、理性思维能力、实验动手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表达和交流能力等。
1.4 社会责任

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高新技术越来越多地

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如试管婴儿、克隆技术、转基因技

术、植物组织培养等。科学是一把双面剑，高新技术的

兴起，一方面在医疗、卫生、农业、环境保护等诸多方

面提高生产力，让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越来越美好；而

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隐忧，诸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安

全、设计试管婴儿严重冲击人类道德底线、基因身份

证会否引起新的社会歧视等。因此，教师应培养学生

正确的认知观，辨别迷信和伪科学；积极主动地参与

社会讨论中的生物学议题，并作出理性的判断和解

释；能主动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关爱生命和保护环

境等相关知识。
2 发展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途径

2.1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高中生物学

教材中也有很多探究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教师可以

通过实验让学生深入理解相关知识，同时发展学生的

理性思维和探究能力。
如，探究外界溶液浓度与植物细胞发生质壁分离

的关系。本实验中，教师除了让学生观察到植物细胞

发生质壁分离和质壁分离复原的现象外，还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设计，发展学生的生物学素养。
2.1.1 在实验材料的选取上展开讨论

实验结束后，教师提出以下问题供学生讨论：

① 本实验为什么选用紫色洋葱鳞片叶外表皮？

内表皮可否？

② 利用洋葱还可以做哪些高中生物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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