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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什么理念设计今天的生物学教学

⚫如何让学习真实发生，素养真实发展

⚫基于人教版教材进行单元教学设计的思路

⚫《种群及其动态》单元教学设计的优点与不足

要点



01 基于什么理念设计今天的生物学教学



⚫生物学教学要追求学科育人价值实现

⚫让学习在面向实践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生，促进

素养真实发展

⚫通过结构化的、深度学习实现学科育人目标

⚫学习是动态的、发展的，要关注学习基础和进阶

⚫培养学生贯穿一生的学习、思考的习惯



——摘自朱正威《我怎样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积极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教育文集P32-33  1956年发表



模块 必备知识与观念 关键能力与方法 社会责任与价值观

选择性
必修1

●阐明生物个体生命活动
规律（包括动物和植物）
●系统角度认识个体生命
系统稳态调节及意义

●个体、细胞、分子水平阐明生命活
动调节的机制，解释相关生命现象
●激素功能研究的一般思路与方法

●认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对于维持人体内
环境稳态、疾病预防的意义
●宣传毒品危害及传染病防治措施
●结合植物生命活动调节，分析并尝试提
出实践应用方案

选择性
必修2

●阐明生态系统中，生物
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种
群数量变化及群落演替规
律
●系统角度认识生态系统
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
信息传递的过程和特征，
感悟宏观水平的稳态调节
及意义，理解生命活动的
本质

●探究种群数量变化，领悟建立和运
用数学模型表征生命活动规律的方法
●设计并制作小生态瓶，体会保持或
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方法
●调查种群数量波动、当地生态环境
问题及生物多样性，初步学会调查法

●提高对生命系统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树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形成生态意
识、环保意识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分析或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动
态平衡的影响及人工生态系统带来的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并尝试提出人与环境和
谐共处的合理化建议
●从生态系统具备有限自我调节能力的视
角，预测和论证某一因素对生态系统的干
扰可能引发的多种潜在变化

选择性
必修3

●结合生活或生产实例，
举例说出发酵工程、细胞
工程和基因工程等生物工
程及相关技术的基本原理

●利用微生物培养技术，尝试分离、
计数和纯化目标微生物
●尝试将发酵技术应用于制作酸奶、
果酒、果醋等满足人类生产或生活需
求的产品，尝试提出初步的工程学构
想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培育菊花或
其他植物幼苗，利用PCR技术扩增
DNA片段

●基于证据运用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原理，
就生物技术与工程的安全与伦理问题表明
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讨论
●面对社会热点话题，尝试利用生物技术
和工程有关的知识进行科学解释
●搜集并讨论关于试管婴儿的资料，搜集
并分析使用生物武器的危害



大概念的一些特征

1.大概念是指在基本概念、原理、理论等概念性知识基础上进
一步提炼出的接近于观念的东西。
2.大概念是一般概念的聚合器，它相当于文件夹。
3.大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
4.同一个大概念标题可以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断地学
习，不断丰富、深化对它的理解（文件夹没变，其中文件越来
越多且有更新）。

——摘自赵占良老师“概念教学刍议（三）——概念的类型与概念教学”



⚫ 学习进阶“是促进课程标准、课堂教学与考试评价三者一致性的有效工
具”

⚫ 学习进阶理念认为，学习是一个逐渐累积、不断演进的过程，学生对
某一内容主题的理解存在多个不同的中间水平。

⚫ 学习进阶的构建以核心概念为主轴，给学生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去理解
和实践，以帮助学生建立更为深入、连贯、系统的知识结构框架。

⚫ 学习进阶包括锚定起点、锚定终点和多个中间水平。锚定起点为学生
进入课堂学习前已经具备的水平，锚定终点为期望学生达成的水平。
在两个锚定点之间还存在多个中间水平，作为学生学习进阶的思维发
展路径，是学生概念发展的踏脚石。

——摘自张颖之老师《理科课程设计新理念：“学习进阶”的本质、要素与理论溯源》

大概念基于逐渐深入的进阶学习形成



在教学中，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积极参与、全身
心投入、获得健康发展的、有意义的主动学习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在素养导向学习目标的引领下，聚焦引领
性学习主题，展开挑战性学习活动，理解知识的本质，体
验、掌握学科基思想与方法建构学科知识结构，理解并评
判学习内容与过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形成积极的内
在学习动机、高级社会性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既有
扎实学识基础，又有独立思考能力、善于合作、有社会
责任感、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能够创造美好未来
的社会实践主人。

为什么深度学习？为什么单元教学？

深度学习：

单元教学是以重要概念建构为统领、核心素养发展
作为主要目标，以系统的视角重新整合内容主线，整体
构建的独立学习单元。

单元教学:

深度学习模型2.0

——摘自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罗滨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 郭华



⚫ 单元目标应当指向育人价值和
素养发展

⚫ 单元核心任务设计是重要抓手，
核心任务可以统领、贯穿整个
单元学习

⚫ 思路：单元目标—单元任务—
子任务—学习活动—评价

⚫ 可以基于学习目标创造超越教
材内容的子任务，增强挑战性

⚫ 评价引领活动设计，关注目
标—活动—评价的一致性

单元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

几点感悟



02 如何让学习真实发生，素养真实发展



单元教学设计需要关注： 系统性和整体性；连续性和递进性；融合性与灵活性

从单元到课时——备课需整体重构目标、活动、评价，关注一致性



《种群及其动态》关键问题



《种群及其动态》任务与活动



在探究大熊猫种群数量下降原因的步骤中，第一步就是验
证大熊猫和冷箭竹种群数量变化的相关性。引导学生思考如下
问题：
⚫ 如何验证上述相关性?
⚫ 什么是种群密度？
⚫ 如何计算种群密度？
⚫ 人口的种群密度常采用何种方法？
⚫ 逐个计数方法有何优缺点？



活动2-1  学习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设计模拟实验

活动目标：
⚫ 说出种群密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 说出种群密度调查的主要方法，如逐个计数、样方法和标

记重捕法。
⚫ 解释种群密度的估算是一种统计学科学思维的体现。
⚫ 了解样方法和标记重捕法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问题：
大熊猫种群下降的同时，冷箭竹开花。大熊猫种群数量因

冷箭竹开花而减少吗？你的观点是什么？为什么？

学生活动：回答并探讨问题。
学生可能同意此观点，因为冷箭竹是大熊猫的重要食物，

也可能不同意此观点，认为冷箭竹不是大熊猫的唯一食物，影
响大熊猫数量的因素可能还有其他，例如，大熊猫本身适应环
境的能力低、人类活动的影响等。究竟是什么原因，需要实际
调查和分析。学生之间进行辩论等交流。



问题：
若要研究清楚大熊猫数量下降的真正原因，研究步骤有哪

些？

学生活动：
学生会提出自己的想法，例如：需要学习调查种群数量的

一般方法、明确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还需要查找资料，
了解大熊猫的种群密度调查方法、种群数量及影响因素，大熊
猫保护的现状等。



⚫ 分组将实验结果书写在黑板上进行展示。
⚫ 分组汇报实验结果和结论，以及相关分析讨论。
⚫ 进行讨论，交流想法。对各组按照量规进行评分。
⚫ 思考、讨论结合实验结果得出不同因素对调查方法实验结

果准确性的影响规律。
⚫ 归纳总结两种调查方法的注意事项。



⚫ 提出大熊猫生活习性和特点资料，结合资料引发学生思考：
大熊猫是否适用于标记重捕法？为什么？

⚫ 阅读教材P6“生物科技进展”中“调查种群数量的其他方法”，
提出调查大熊猫的可能方案有哪些？

⚫ 提供大熊猫野外调查的视频、图片和文字资料，对大熊猫
调查方法进行介绍。

⚫ 布置课后阅读任务：阅读论文《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
方法研究进展》，总结归纳各种方法的调查样品、取样方
法、主要步骤、特殊要求、适用对象和优缺点等。



⚫ 提供描述大熊猫种群特征的素材，引导学生去认识种群的
数量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如何影响种群密度变化。

⚫ 给出三种典型年龄组成的模型及我国年龄结构的变化，引
导学生分析年龄结构通过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影响种群
数量的变化。

⚫ 介绍东北豹等自然种群以及人类的迁入迁出现象、我国人
口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引导学生分析迁入率、迁出率、性
别比例对于种群密度的影响。

⚫ 讨论如何通过概念图总结种群各数量特征之间的关系？



03 基于人教版教材进行单元教学设计的思路



⚫吃透教材：理解教材如何落实课标理念和要求

⚫逻辑转化：从教材知识的逻辑→学科活动的逻辑

⚫重构单元：以教材体系为主轴，做“教材+”单元

⚫任务驱动：用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引领学生学习

⚫提供支撑：为学习的发生搭建学习环境、提供学习资源





《种群及其动态》任务与活动



04 《种群及其动态》单元教学设计的亮点与不足



单元教学导航图



⚫依据课标，创设真实任务，落实学科实践活动

⚫学生的参与、讨论和展示表明了学习的发生

⚫评价引领学习，目标-评价-活动一致

⚫使用简易材料，制作实用的教具

亮点：



⚫一些内容学生的开放性讨论不够充分，还可以碰撞和生成。

⚫在模拟实验中，对模拟了什么，模拟是否符合真实情况还可

进一步讨论，模拟得到的数据也可进一步剖析。

待改进：



感谢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