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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与实施
刘晓东

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宁夏回族自治区，753000；

摘要：本文针对“三新”背景下的生物课堂教学实际问题，根据《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单元教学设计应

围绕学科核心素养展开，重点包括以“情境-问题-活动”等为主线的教学内容，以及以学科素养达成为导向的单

元教学评价等关键要素。实现了单元教学从“三维目标”走向“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达成进行了初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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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教学中的单元是指一个特定主题下相关教学

目标、内容、过程、评价的集合，现有的教材章节内容

构成的单元、集中探究内容的探究类单元、各类基础知

识的主题单元、以素养为目标的学科素养培养单元等，

单元的整合方式因教而异。

1 单元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

1.1 PCK(Pedagogical ContentKnowledge)理论

PCK 是学科教学知识的简称，1986 年由美国舒尔曼

(Schulman)教授首次提出，实质是一种“转化”的智能，

是教师将所要教学的科目知识“转化”成为帮助学生有

效甚至高效地获得所学的科目概念与原理的一种学科

式的教学智能。教师 PCK 发展建立在教师具体根据教授

科目的理念及教学目标整体思考、设计，有效转化学科

知识为课堂教学任务，进而将教学任务落实在学生实际

获得新知的能力发展层面。

1.2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普遍认为，学习是一个文化参与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利用特定的文化资

源，支持或参与由特定学习共同体组织的各类实践活动

和教育任务。进而在生活中内化与其相关的知识，掌握

相应的有关技能和工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

多个关键特征，包括情境性、主体性、对话性和深度性。

它认为，在单元学习的框架下，学生的学习是一个自主

建构知识的过程，知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真实情境中的

学习共同体合作与互动。钟启泉对建构主义学习设计进

行了界定，提出了六个基本要素：情境、协同、支架、

任务、展示与反思。这一设计理念突出学生自主构建知

识的过程，并通过“活动单元”的设计促进学习的深度

与实践性。

2 概念界定

2.1 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指

出，“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学习生物学科逐

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核心

素养被归纳为四个维度：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和社会责任。其中，生命观念处于核心地位，涵盖了

多个重要方面，如结构与功能观、物质与能量观、稳态

与平衡观以及进化与适应观等。科学思维与科学探究紧

密相连，彼此相互促进。科学探究的核心本质在于科学

思维，而科学探究则是科学思维的具体体现。社会责任

则是在学生确立生命观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强调个

体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

2.2 单元教学设计

单元教学是在整体思维模式下，围绕特定的主题，

对教材中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内容进行分析、重组、整合

并形成相对完整的单元，并以培养和发展生物学核心素

养为最终目标。单元教学设计是指教师根据单元的课程

规划方案和单元内的课时教学方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

策略和方法手段而制定的整合性教学计划，以指向学科

核心素养、“情境-问题-活动”等为主线的单元教学蓝

图及学科素养达成导向的单元教学评价等要素。单元教

学设计具有主题性、系统性、模型性、全息性等特点,

单元教学是从“三维目标”走向“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重要桥梁。

叶澜教授说：我们的教学改革实践目标是探索和打

造充满活力的课堂教学环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课堂

中，师生才能真正投入其中，彼此之间不仅仅是在进行

教与学的活动，更是在共同感受课堂中生命的流动与成

长。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才能实现全面的

满足与发展，而教师的教学劳动也能焕发出创造的光彩

和人性的魅力。

有利于遵从生物学科课程体系本身具有的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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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单元是课程系统的最小单位，相当于课程的细胞。

单元教学意味着从知识到学生的学习，从内容到课程，

是专业逻辑起点的一个转变，单元教学已成为高中生物

学课堂转型的必然要求和教学的发展趋势。

以“单元课程一学期课程一学科课程一年级课程”

为轴心，搭建课程框架，展示课程知识的整体性和建构

性。学科核心素养基础上的单元教学设计是一种能够改

变扭转之前无视知识体系和逻辑结构的教学模式，达成

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最终实现培养的重要路途径和

基石。

单元教学设计，以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的方式来

组织教学单元，整合了时间、目标、内容、情境、任务、

活动、评价等要素，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习事件。

通过任务驱动、问题驱动来促进学生形成一种结构化的

学习方式，在长效学习中单元教学课堂能高效渗透学科

核心素养目标。

3 研究成果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条有效的策略，旨在

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并快速提高

学习成绩。这一策略逐步形成了一套具备学科特色的自

主学习指导实践系统。在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激发兴

趣和引导问题的方式开始教学，随后鼓励学生进行自主

探究，接着教师对学生的疑难进行解答和点拨，再通过

设置课堂讨论促进学生合作学习。最后，教师进行总结

与知识概括，构建知识框架，并提供精准的习题进行反

馈与延伸。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进行互动与合作式学习，

我们采用了符合生物学科特点的教学策略。

3.1 面向全体学生

教师可以采取“低起点、多层次、勤合作、常总结”

的教学方法，以确保新课程目标的实现。

首先，低起点：意味着在教学中适当降低难度，确

保大多数学生都能轻松进入学习状态，从而促进全体学

生的参与感。在讲解发酵工程的生产实例时，可以采用

以下两种教学策略：一是以味精生产过程为例，引导学

生思考生产谷氨酸所面临的问题，并鼓励他们尝试设计

一个发酵装置；二是通过教材中的发酵装置图，组织学

生分析各个部分的原理及其作用。前者侧重于技术创新

和发明，适合能力较强的学生，采用引导探究法；而后

者则更注重对已有技术的理解，适合基础较弱的学生，

采用讨论法。通过这两种不同层次的教学方式，可以有

效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感，

从而提高整体学习效果。这种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新课

程“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既照顾到学生的发展需求，

又促进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学习效率。

其次，多层次：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降低起点和难

度，从浅入深地设计教学环节，逐步引导学生思考，确

保全体学生都能参与其中。例如，在讲解多莉羊的培养

过程时，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多莉羊的培养过

程能够说明什么问题？”然而，许多学生由于知识储备

和思维能力的限制，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回答这个问题。

这样的提问不仅起点较高，还容易让学生产生生物学科

难以掌握的感觉，产生畏难情绪。为了让学生更易接受，

教师将问题调整为：根据教材中“克隆多莉羊的培养过

程示意图”，回答以下问题：①母羊 A为多莉羊提供了

什么？②母羊B为多莉羊提供了什么？③母羊C为多莉

羊提供了什么？④多莉羊与哪只母羊最为相似？它为

多莉羊提供了什么？⑤这些事实说明，决定生物形态的

遗传物质来源于哪里？这样的改动降低了问题的起点，

并通过分层次、循序渐进的设计，使更多的学生能够参

与回答，进而提升了课堂的互动性，体现了新课程理念

中“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目标。

第三，勤合作：生物学习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交流过

程，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生物知识的形成过程，倡导学

生合作学习，让全体学生参与到学习中来。在“基因突

变”单元的合作学习教学设计中，我将全班学生分成了

五个小组，每组由若干名学生组成。为了确保教学的有

效性，提前一周将任务分配给各小组，并明确每个小组

的学习内容。在课外时间，学生们由小组长组织进行自

主学习。该学习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资料收集、

资料交流、信息整合和集体学习等。通过这种方式，本

节课的教学模式充分贯彻了“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

确保了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体。在小组内的合作与小组间的竞争机制下，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显著提升，学习兴趣也得到了激发，

同时，对学科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常总结：在每一个单元教学任务完成后组织

学生进行总结，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在总结过程中让

每一个学生参与到学习中来，并有所进步。

3.2 问题驱动

生物学习要解决“问题”，课后练习是演练“问题”，

生物考试是回答“问题”。问题是贯穿生物教学活动的

一条主线，是学生开展生物学习的驱动力之一。因此，

问题驱动是开展有效教学的一种重要策略。可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用问题导引学习，促进学生的有效发展。

（1）设计情境性问题，引起学生兴趣，促进学生

发展

老师讲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时，提出以下问

题，这种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促

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假设你是小说中的鲁宾逊，被困在



2025 年 2 卷 1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43

一座荒岛上，岛上除了你能利用的水源外，几乎没有其

他食物资源。而你随身携带的食物仅包括一只母鸡和1

5公斤玉米。在这种情况下，哪种生存策略更有利于你

维持较长时间，等待外界的救援呢？ 策略一：

先吃鸡，再吃玉米。

策略二：先吃玉米，同时用一部分玉米喂鸡，吃鸡

产的蛋，最后再吃鸡。

（2）设计层次性问题，体现进阶思维训练，使学

生的思维层次发展

在“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设计了一系列逐步递进的问题，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相关概念和实验过程。具体问题包括：① 为什么选择

豌豆进行实验会更加容易获得成功？② 什么是杂交实

验？③ 如何实现豌豆之间的异花传粉？④ 为什么第

一代子代全部表现为高茎，而第二代中又出现矮茎现

象？⑤ 第二代中 3：1的比例是否只是偶然现象？⑥

你能否为一对相对性状的分离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教师通过设置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

逐步深入思考，使学生能够顺着问题逐一推理与探究。

通过分析、综合、比较与分类等思维方式，学生对所获

得的信息进行加工与理解。每一个问题不仅自然地衔接

下一个问题，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因果关系，还帮助

学生将各个知识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清晰的知识

链条。这种设计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内在联系，也帮助学

生构建了较为牢固的知识网络。更为重要的是，使学生

在理解“知识是什么”的同时，更加清楚“为什么是这

样”，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展示过程 课堂上，教师通过展示科学发现的探索

过程，让学生有机会学习前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并

了解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与困惑。学生可以体

验到科学研究的过程和一般方法，真正感受到科学家在

研究中面对的复杂问题，并理解他们是如何通过反复试

验逐步克服困难的。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能体会到

科学探究的艰辛和乐趣，还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最终，

学生在这一系列探究体验中获得的知识会更加深刻、扎

实，且能够在新的情境中灵活应用、思考和解决问题。

3.3 联系生活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强调与现实生活的紧密

联系。通过将生物学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可以有效激发

学生对生物学的兴趣，促进他们经验的重组，并推动学

到的书本知识向实际能力的转化，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提升生物教学的有效性。在学习 DNA相关知识时，

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进行分析与推

理，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例如，材料中提到，DN

A 指纹技术在刑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犯罪

现场提取的血液或头发样本中的DNA与嫌疑人DNA进行

比对，可能为案件侦破提供关键证据。

3.4 利用多媒体

高中生物教学中，借助多媒体技术可以将课本上的

知识从静态转化为动态、从抽象转化为直观，甚至将虚

拟内容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形式。合理运用多媒体教学，

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效调动其课堂参与

度，从而显著提升生物教学的效果和课堂效率。此外，

提高教学效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教师的有效反思。教师

应具备持续反思自己教学行为的意识，不断总结经验，

优化教学方法。一个值得提倡的反思方式是鼓励教师进

行教学叙事。通过持续的教学叙事写作，教师能够在总

结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从而不断增强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教师的思维方式和传统的课

堂教学观念得到了显著转变。这使得教师们能够以新课

程改革的理念为指导，结合先进的教学思想，重新审视

和反思自己的课堂实践。教师们普遍认识到，教学应当

围绕学生的学习活动展开，将其视为一个以学生为主体

的认知过程，又是在教师组织指导下，学生获得全面、

和谐、主动发展的认识活动，学生的主体地位十分重要。

在构建课堂教学结构的实践中，要潜心研究教法、学法，

使教与学有机结合，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依赖于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与共同成长。只有通过这种互动，教学策

略才能焕发活力，真正展现出课堂的生机与张力，推动

教学过程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赛.从知识教学到以文化人:课堂教学育人目标

的[1]实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8):54-57

[2]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1984:2.

[3]贺元萍.知识的双重结构化:意涵、过程及实现路径

[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1):55-61.

[4]林金昌.以变量控制为核心在高三复习中有效提升

实验探究能力[J].中学生物学,2021(3):56-59.

基金项目:2022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师资发展

中心立项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生物单元教

学设计与实施" (课题编号:SJKY-XG-001)

作者简介：刘晓东，1970 年 06 月，男，汉族，山东德

州人，高级教师，大学本科，宁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

研究方向：高中生物教学。


	外研版高中英语教材插图中文化研究秦铭
	浅析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与实施刘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