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的生物学教学设计一般按照“明确教学目

标、组织教学、评价教学”的顺序进行设计。这类教学

设计中，教师习惯以“活动为导向开展教学设计”，容

易出现过分关注活动本身，学习的结果可能导致学生

“只动手没动脑”，学生没能对活动意义进行深度思

考。此类教学也不能很好地关注学生头脑中重要概

念的构建及恰当学习证据设计与评估，也不能很好地

实现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与迁移。

美国专家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提出了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基于“UbD”理
论的教学设计分为三个阶段，即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

适的评估证据、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由于这一设计

与传统教学设计不同，又称为“逆向教学设计”。“UbD”
教学设计理论聚焦学生的理解、应用、迁移能力的提

升，与人的学习认知过程相一致，开展基于“UbD”的教

学研究对学生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以人

教版高中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中“细胞的基本结

构”为学习内容进行大单元逆向教学设计。

1 “UbD”教学模式的特点

“UbD”教学模式是一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从

“教”到“学”转变的新型课程设计模式。“UbD”教学设

计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为促进理解而教、重视理解”，

进而实现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深度学习的终极目

标。教师采用“UbD”模式开展教学设计，能帮助学习

者实现从多层面对知识与技能的持久性理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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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由学生讨论后修改完善模型。最后，学生归纳总结

实验结果表达的4种形式，分析曲线图、柱状图和表格

之间的异同点以及在绘制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模型的建构与展示，教会学生运

用模型与建模的方法去寻找规律，培养合作精神和养

成科学严谨的习惯，锻炼学生绘制图表的能力和图表

信息的转换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深度发展。

4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情境主线作为学生探究学习的线索，通

过情境呈现问题，引导学生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预期

的实验结果，旨在培养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尤其是学生的科学思维。教师以学生为主体，结合所

教内容，选择合适的情境切入，将情境主线与知识主

线有机融合在一起，激发了学生思维的火花，师生互动

质疑，生生互助互学，大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使学

生在图表绘制的准确性、完整性、规范性等方面均得到

了提升。为了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本节课的教学设计

为一课时，虽然设计时留出了较多的思考讨论时间，但

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学生自由表达和合作交流的时

间还是不够多，因此在后期教学中要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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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D”理论提出了“解释、释义、应用、洞察、移情和自

知”6个理解维度，帮助教学设计者厘清了“理解与知识

的关系”，区分了“表层理解和深层理解”，而且还体现出

“认知与情感的协调统一”，突出了学习者自我调节的

重要性。基于“UbD”理念的教学设计能够弥补传统教

学设计的不足，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效果达成理解、应用

和迁移等深层目标。

2 基于“UbD”理论的“细胞的基本结构”大单

元教学设计

2.1 阶段1：确定预期结果

依据《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

下简称《课程标准》）和“UbD”理论持久性理解的 6个
维度，为了实现让学生在单元教学结束时应该知道什

么、能做什么、最终实现对知识和技能的持久性理解，

据此“细胞的基本结构”大单元教学设计需要完成四

个确定。

2.1.1 确定预期目标

如何将《课程标准》中的“内容要求标准”转化成

“学习标准”呢？这就需要教师找出“内容要求标准”

中出现频率高的名词、限定词，并依此提取出大概念

和核心问题，从“内容要求标准”的“动词”中提取出对

学生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学生认知规律和学生实际情

况等进行整合。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标准”，

本单元学习目标为：概述细胞各部分结构及功能并构

建出细胞结构知识框架图；解释细胞各部分结构与功

能及各种结构之间的联系，并能构建出细胞的三维结

构；举例说明细胞各部分结构是如何相互联系、协调

一致，共同执行细胞各项生命活动；联系实际，阐明细

胞在适应环境过程中细胞结构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

创新设计出“未来细胞”。

2.1.2 确定需要深入持久理解的内容。

“细胞的基本结构”这一单元涉及到的知识点比

较分散，包括细胞膜的功能、细胞膜结构的探索、细胞

器之间分工与合作、细胞核等内容。若利用传统教学

设计模式进行教学，每一节课内容的呈现都是零散、

片段话的。现利用“UbD”课程设计法，经过优选后，

将“细胞的基本结构”内容进行单元设计，大单元教

学。开展大单元教学既能够帮助学生从整体上学习

“细胞的基本结构”的知识，围绕大概念设计核心任务

与子任务，进而实现知识的应用与迁移，从而实现学生

对“细胞的基本结构”深入持久理解，进而实现对知识

和技能的迁移应用。教师要围绕大概念和基本问题来

组织教学，为每一个关键问题设计具体的探究活动，让

教学内容成为问题答案。例如，针对单元大概念：细胞

各部分结构既分工又合作，共同执行细胞的各项生命

活动。教师希望学生能够理解：①细胞是一个有机体，

各部分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一系列活动。② 细胞

的结构与相应的功能相适应。因此，设置问题：①细胞

基本结构由几部分构成？②细胞膜具有哪些特点与功

能？③ 细胞器之间是如何分工与合作的？④ 细胞核

作为细胞控制中心的依据是什么？⑤适应环境变化的

细胞结构可能会发生哪些适应性的变化?
2.1.3 确定核心问题

设计出富有吸引力的问题是引导学生自带动力

进行自主学习的必要条件。自带动力的核心问题的

设计不仅能够让学习明确解决核心问题需要具备哪

些知识和技能，并能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实

现对“细胞的基本结构”单元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与持

久理解。

在学习导入部分，教师可以用能够引发学生思考

的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本单元确定的核心问题是：在

适应（雾霾、干旱等）环境变化过程中，细胞结构可能

发生哪些变化？这一问题很容易吸引住了学生眼球，

从而促进学生自主思考。为了很好地解决核心问题

确定出适切的核心任务，教师还要为学生的学习认知

过程搭好脚手架，围绕核心任务设计出适切的子任

务，进而帮助学生真正地实现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应

用、迁移，最终实现深度学习提升素养。

2.1.4 确定重要的知识和技能

明确了核心问题后，教师要设计出相应的任务从

而帮助学生明确学习哪些重要知识和技能。通过设

计子任务一这些知识和技能是与单元的核心内容紧

密相连的，能为实现深入持久的理解提供条件和支

持，所以教师在设计单元课程时还需要把这些知识技

能包括进来。作为本单元的学习结果，学生还将会获

得如下重要的知识和技能：① 学生将掌握的知识：说

出细胞各部分的结构特点及功能；准确描述出细胞膜

的结构与功能；能够描述细胞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理解环境对细胞结构产生影响。② 学生将形成的技

能：学会高倍镜的使用；解释细胞膜结构与功能相适

应；学会构建模型；学会创新思考。

2.2 阶段2：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

教师要想知道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教

学目标；是否能够证明学生掌握和理解了相关内

容。这就需要教师正确的选择并确定出一系列的

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用此来评估每个学生学习

单元的掌握情况，为更客观地评估学生的学业成绩

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进而帮助教师调整教学、为

学生的深度学习做好保障。教师可以设计表现性

任务，并根据不同任务设定相应的评估标准；也可

以通过诊断、总结、学习反思等方式了解学生达成

目标的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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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

设计教学体验是为了给学生创设出真实的学习

情境，为学生真实学习的发生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

进而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内动力，最大限度地

促进学生发展，提升学生对本单元的理解力，进而实

现对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与迁移，实现深度学习。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学习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围绕核

心目标，为学生的学习奠定好基础。

例如，细胞的基本结构单元设计的关键教学环节

包括：

教师出示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动植物图片（仙人

掌、胡杨等、沙漠狐等），提出问题：这些生物有哪些独

特的形态结构特点？影响形态结构变化的因素可能

是什么？为了更好地适应不良环境，这些生物的细胞

结构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变化？接着，出示几张雾霾天

气、干旱缺水区域、新装修房屋等图片，提出问题：生

物长时间生活在不良的环境下，细胞结构是否会发生

变化？若发生变化，哪些结构可能发生适应性改变？

要了解到相应的改变，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呢？

接着，教师介绍本单元的核心问题、核心任务、学

习目标，展示本单元最终要完成的子任务（探秘细胞结

构及其相互的关系、构建细胞结构模型、细胞变变变）、

学习工具、学习资源、评估量规等。学生自主学习相关

内容与学习资源，明确细胞的基本结构，初步掌握每部

分的结构及其功能。根据任务一的量规要求，每位学

生绘制出本单元有关细胞基本结构的知识框架图。

然后，教师提供细胞结构动画视频并出示细胞各

部分结构图片信息，着重强调叶绿体、线粒体等重要

的细胞器的结构与功能，并扩充相关知识。在学生完

成子任务一之后，引导学生课后构建出细胞的三维结

构模型，进一步巩固学生对细胞结构的认识，实现知

识与技能的应用。

通过班级内部展示、评比的方式，评比出模型制

作最佳若干名，并请同学分享制作心得。学生根据子

任务三提供的学习资源和任务要求，绘制出细胞适应

环境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构变化的情况。学生科学表

述自己的设计思路，说出细胞结构发生变化的部分及

其可能具有的功能。针对子任务三学生提交的设计

图，学生评选出最佳创意设计奖。

最后，教师利用课后诊断，进一步掌握学生知识

和技能的综合运用情况。学生通过诊断与反馈情况

对学习效果进行自评，并针对学习目标，反思学习达

成情况。

3 教学实施实践与反思。

基于“UbD”理论的逆向教学设计的三个环节环环

相扣，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此类教学设计注重学生的

理解力提升，进而实现知识的应用与迁移，最终实现深

度学习。此类教学设计通过提出核心问题、明确核心

任务，并根据核心任务设计出适切的子任务，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教师能够提供恰当的学习资源、学习

工具，从而帮助学生解决了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适切的评估量规为学生任务的完成提供重要参考

标准，有利于最终实现学科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本单元学习中，学生完成了三个子任务，构建出

了知识框架、细胞三维模型、绘制了适应环境变化的

未来细胞结构。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自主学习，根

据细胞结构设计出了细胞未来的变化，实现了知识的

迁移。但学生在设计思路和表述上还不够科学，不能

够很好地运用学科术语，有些设计思路的科学性还需

要探讨。这也启示笔者在任务的设计中要给学生提

供更加有效的量规，让学生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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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性任务

①自主学习，并根据学习内容绘制出细胞各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知识框架图（可以是思维导图或框架图），具体绘制效果参照子任务一量规

进行。

②根据学习内容，构建出植物细胞或动物细胞的三维结构。材料自选、呈现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具体构建标准参照子任务二量规进行。

③请你结合所学习的细胞结构相关知识，创新设计并绘制出生物体细胞在适应不良环境条件（雾霾、干旱等）下，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护

细胞自身，细胞结构可能会发生哪些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护细胞（图中写出设计思路）

其他证据

课前诊断：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学习工具课前自主学习细胞结构

的内容，根据图示能够识别细胞各类结构。

课后诊断：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诊断作业

学生的自评与他评

自评：学生通过诊断与反馈情况对学习效果进行自评，并针对学习目

标反思学习达成情况。

他评：学生针对三项子任务的完成成果进行他评

表1 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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