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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生物单元教学研究
高焕飞

（志丹县中学，陕西 延安 717500）

摘要：《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了要以核心素养为宗旨，教学过程重实践，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学基础知识，

培养他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习惯和能力，积极开展科学探究和跨学科教学，提高生物教学质量。初中生物教师要立足新课标，积极开

展单元教学，把核心素养融入单元教学中，全面分析教材单元教学内容，明确教学重难点；聚焦学科核心素养，制定单元教学目标；梳

理单元知识点，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完善学生知识体系；导入生活化案例，引导学生利用生物知识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科学精神和探究

能力；完善单元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高单元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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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核心素养包括了生命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和

态度责任，明确了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目标，促进了生物教学和社

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领他们进行自

主探究，培养他们科学精神、探究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有利于促

进生物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提升生物教学质量。初中

生物教师要把核心素养贯穿于单元教学中，把核心素养和教学目

标、教学评价、作业设计和课堂互动等环节融为一体，引导学生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探究，让他们对单元知识点进行深度学习，帮

助他们理解复杂抽象的生物概念、生物实验流程，培养他们严谨

认真、科学求实、团队协作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生物单元教学特点

（一）整体性

新版初中生物苏科版教材编写更加注重整体性，为单元教学

奠定了良好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材教学内

容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编排，构建成连贯的教学单元，凸显

了单元主题，有利于帮助初中生物教师明确单元教学重难点，也

帮助初中生明确单元学习重难点。第二，单元教学模式下初中生

物教师要从单元主题出发，围绕这一主题设计课时教学任务，合

理安排理论课与实验课教学课时，帮助学生深度理解单元主题，

从而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第三，单元教学聚焦了大概念，可以引

导学生在单元学习过程中稳固执行，丰富他们知识储备，完善他

们生物知识体系，提高他们认知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生物学习能力。

（二）递进性

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生物单元教学更符合学生思维特点、认

知水平，体现了单元知识点之间的逻辑顺序，并把新旧知识点衔

接起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学习单元知识点，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学习能力。初中生物教师在单元教学中要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

设置有梯度的练习题、生物作业、实验方案，循序渐进提高教学

难度，引领学生逐渐走向深度学习，让他们明确知识之间的逻辑

关系，帮助他们掌握单元重难知识点，进一步提高他们思维能力、

科研探究能力和生物实验操作能力。

（三）多元性

初中生物单元教学多元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单元

教学传递的信息个国家多元化，便于教师开展跨学科、跨单元教学，

发散学生思维，引导他们围绕大概念、单元主题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跨学科学习，加深他们对核心素养、生物概念等的理解，夯实他

们生物学习基础。其次，单元教学评价多元化，主张根据核心素养、

单元主题制定教学评价指标，对学生单元学习过程、实验探究、

社会实践等进行评价，增加过程性评价，并引导学生开展自评与

互评，实施多元化评价提高单元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生物核心素

养发展。

二、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生物单元教学必要性

（一）有利于加快课堂教学转型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核心素养成为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改革热

点，进一步推动了单元教学发展。初中生物教师要以核心素养为

目标，凝练单元教学目标，把核心素养融入单元教学目标、作业

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等环节，让核心素养培育和单元教学

同行，进一步整合单元知识点，引导学生主导课堂教学，从灌输

式教学向探究式单元、小组合作教学等转型，凸显学生课堂主体

地位，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加快初中生物课堂教学

转型，进一步提高初中生物单元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深入讲解教材知识点

新版苏科版初中生物学教材编排呈现出单元化特点，单元内

知识点联系紧密，各个单元之间也彼此联系，逻辑性、连贯性更强，

这在客观上要求初中生物教师积极开展单元教学。单元教学模式

下初中生物教师要深入分析教材知识点，明确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根据生物概念、实验教学内容来设计单元教学方案，组织形式多

样的科学探究活动，积极创设生活场景，呈现生物学知识在生活

中的应用，建立生物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提高学生生物知识

应用能力。同时，单元教学模式可以促进教材生物概念和实验教

学的衔接，帮助学生巩固重要概念，引导他们通过实验推理、验

证相关概念，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核心素养的理解，提高他们

的学习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单元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引导他们围绕单元教学主题进

行小组合作学习、社会实践，让他们探究生物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引导他们分析生物圈、环境保护中蕴含的生物学知识，鼓励他们

运用生物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从而提高他们学以致用的能力。

此外，单元教学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激发学生自主

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利用互联网搜集相关知识、积极参与生物实

验探究，激发他们创新思维，让他们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提高他们生物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核心素养背景下单元教学已经成为新时代初中生物教学改革

热点，对生物课堂教学环节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提出了

更高要求，加快了学生生物学习方式转变。初中生物教师要积极

开展单元教学，明确核心素养和单元主题之间的联系，科学制定

单元教学目标、学习目标、课堂练习题、实验方案和教学评价标准，

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理解，进一步提高他们深度学习能力，围绕单

元主题组织课外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运用单元知识点分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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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水污染、植物生长等问题，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提高初

中生物教学质量。

三、基于核心素养下的初中生物单元教学策略

（一）全面分析单元教学内容，明确重难点

初中生物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积极学习单元教学理念，对

教材进行全面分析，精准提炼单元教学主题，明确单元教学重难

点，制定单元教学设计，明确课堂教学环节的衔接，保障单元教

学顺利开展。例如教师在讲解苏科版初中生物七年级上册第三单

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这一单元时，可以先对教材单元教学

内容进行分析，明确三个章节之间的联系，并找出各个章节教学

主题，根据章节主题来制定单元教学主题。这一单元分为：绿色

植物的一生、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绿色植物在生物

圈中的作用三个章节，章节教学难度循序渐进，先让学生了解绿

色植物生殖、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过程，让学生完成单元研究任

务，有利于提高他们科学探究能力和生命观念。首先，教师要明

确单元教学重难点，把植物生殖、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作为单元

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探究植物生长和繁育过程，渗透生命教育，

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感受生命的宝贵，让他们懂得

尊重生命。其次，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重难点制作微课，动态化讲

解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过程，让学生了解植物内部构造、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让他们学会区分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进一步提高单元教学设计质量。

（二）聚焦核心素养，明确单元教学目标

核心素养背景下初中生物单元教学要聚焦学科核心素养，明

确单元教学目标，根据单元各个章节知识点来凝练单元教学目标，

对传统三维教学目标进行优化，学生在学习单元知识点的同时接

受核心素养熏陶，引导他们把教学目标到每一个章节学习环节中，

保证单元教学的顺利开展。例如教师在《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

这一单元教学中要根据核心素养明确单元教学目标，把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探究实践和态度责任四大核心素养和单元教学目标衔

接起来。首先，教师可以把绿色植物生殖、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作为单元教学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植物生长过程，并让他们探究

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帮助学生了解植物的无性生殖、遗传基

因等知识，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和单元学习效率。其次，教师要明

确各个章节教学目标，对单元教学目标进行拓展和说明，让学生

明确每一个章节的学习重点，引导他们逐步走向深度学习，进一

步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例如第一章《绿色植物的一生》教学目

标为：（1）要求学生了解种子萌发的条件和过程（2）植物茎的

传导作用和过程（3）阐述植物开花和结果的过程，进一步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

（三）梳理单元知识点，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初中生物教师要对单元知识点进行梳理，并把不同年级段关

联知识点衔接起来，设计小组合作学习方案，布置小组合作学习

任务，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合作探究植物的光合作用、呼

吸作用，提高他们科学探究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首先，教师可

以在讲解植物光合作用时，可以布置叶片横切面玻片标本制作实

验，让学生用显微镜观察叶片结构，为后续光合作用实质、实验

教学奠定良好基础。通过观察叶片横切面玻片，学生可以发现叶

片分为表皮、叶脉和叶肉三个部分，叶片上还有气孔，便于叶片

进行气体交换，还可以看到叶绿体，推理出叶绿体是植物光合作

用的主要场所。其次，各个小组可以根据单元教学目标、章节教

学目标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明确植物光合作用需要阳光，并且

光合作用可以释放出水，因此可以证明植物对空气质量有着重要

作用，呼吁同学们爱护植物，增强环保意识，为环保事业贡献一

份力量。

（四）导入生活化案例，提高学生探究能力

教师要积极创设生活化情境，引导学生探究生活中蕴含的生

物知识，鼓励他们运用生物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学以致

用的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一课时，

可以导入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产视频，引导学生思考绿

色植物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探究生物知识

在生活中的应用。学生可以分析农作物在光合作用下生长，经历

种子萌芽、开花、授粉等生殖过程，成熟后为人们提供大米、玉

米等食物，蔬菜生长同样离不开阳光，在光合作用下成长，为人

们提供新鲜的蔬菜，植物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有的学生分析了

绿色植物对生态保护的作用，认为植物光合作用会放出水，可以

保持空气湿度，还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降低空气污染指数，

因此植树造林是改善大气质量、净化空气的重要方式。最后由教

师对学生论点进行点评，肯定他们的探究过程和成果，指出他们

探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掌握单元难点。生活化案例可

以让初中生深入了解生物知识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并了解绿色

植物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

（五）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单元教学质量

初中生物教师要完善单元教学评价体系，围绕核心素养、单

元主题制定评价指标，增加过程性评价，对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等环节表现进行评价，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

点，进一步激发他们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针对学生在《生

物圈中的绿色植物》这一单元教学目标制定教学评价指标，对学

生小组合作学习过程、实验操作步骤、课堂讨论积极性等进行评价，

指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得与失，帮助他们调整生物学习方法，

让他们尽快掌握单元知识点。此外，教师还可以开展学生自评与

互评、小组自评与互评，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引导他们对

单元学习效果、课时学习过程、实验操作等进行反思，并让他们

对小组成员表现进行评价，还可以组织不同小组之间进行互评，

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提高初中生物单元教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初中生物教师要立足核心素养，积极开展单元教学，

深入分析教材，明确单元教学重难点和单元教学主题，把核心素

养和单元教学目标、课时教学目标衔接起来，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提高他们生物学习能力。同时，教师还要积极开展小组合作，引

导学生对课时学习任务进行讨论、开展实验探究，培养他们科学

态度，融入生活化案例，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鼓励他们利

用生物知识解决问题，完善单元教学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参与教

学评价，增加过程性评价，全面提高初中生物单元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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