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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项目化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思考
陈　尧

（上海市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验中学，上海 201108）

摘要：项目化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杜威以“教育即生长”“教

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为起点，提出的“做中学”理论。项目化学习设计通常包括以下步骤：寻找核心知识；设计驱动性问题、

设计公开成果及评价要点、设计学习实践及评价要点、深化全程评价。相对学科项目化学习、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学习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

微项目化学习的持续时间较短，就是在课堂中为学生提供二十分钟左右的项目任务，或者在课堂外，用校外实践的方式，让学生对某一

个小主题或内容进行项目化的探索性学习。区别于项目化学习的完整设计，微项目化学习可能只是选取创建驱动性问题、开展项目化学习、

设计公开成果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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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研究生命现象、

探寻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课程内容和实际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

在高中生物学科微项目化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很多内

容，都可以采用微项目化学习的形式进行，例如酵母菌呼吸方式

的探究、基因自由组合定律的探索、植物吸水失水的原理、DNA

分子模型、校园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调查等。下面我将以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生物学》必修第二册“遗传与进化”第二章“有性

生殖中的遗传信息传递”第 1 节“有性生殖中遗传信息通过配子

传递给子代”为例，阐述微项目化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实践中的

一些应用策略思考。本节微项目化学习的主题是：有性生殖中遗

传信息通过配子传递给子代。通过微项目化学习的过程，增加学

生探究的兴趣和热情，借助模型辅助学生对生物学微观知识的学

习，帮助学生掌握有性生殖过程中减数分裂不同时期的染色体变

化行为（科学探究、科学思维）。通过对有性生殖过程中染色体

数目变化规律的探究学习，学生能够阐明减数分裂产生染色体数

目减半的雌雄配子，遗传信息通过配子遗传给子代及受精作用使

子代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与亲代保持一致的生物学意义（生命观

念、科学思维）。该微项目化学习主要涉及的生命观念有结构和

功能观、物质和能量观。本项目的核心知识包括，有性生殖中需

要产生染色体数量减半的精细胞或卵细胞，才能将遗传信息传递

给下一代，从而维持遗传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涉及到的高阶认知

策略主要包括演绎、推理、实验、创建、系统分析等。

一、以真实的驱动性问题引发学生对客观世界真实的思考

项目化学习需要从本质性问题出发，结合高中生的实际情况，

将本质性问题转化为具有趣味性、开放性、挑战性且适合高中生

的驱动性问题，以驱动性问题作为项目化学习的起点，引领项目

化学习的推进。项目化学习源于真实的生活情境，学习过程中的

思维、使用的工具、展示的成果等都可以迁移到真实的客观世界中。

一定要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所思、所学、所做和客观世界真实的

联系。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思辨、

分享、完善，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迁移旧知，灵活地运用所学和过

往经历，创造性地思考和解决新情境中的新问题，创造出新意义，

通过问题，理解和挖掘核心知识，促进学生对核心知识本质的思

考和探索。以该微项目化学习为例，笔者设计了如下的驱动性问

题：人类每一个体细胞里都有 46 条染色体，如果爸爸给我们一个

含有 46 条染色体的精子，妈妈给我们一个含有 46 条染色体的卵子，

那受精后就会形成一个含有 92 条染色体的生物，那就无法维持人

类遗传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了。所以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的染

色体数目应该是多少条呢？那这种分裂方式，一定是一种完全不

同于有丝分裂的生命过程，请开始我们的探索学习吧。

二、实现高阶思维带动低阶思维

原始的生殖细胞到底采用哪种分裂方式，才能既实现遗传信

息传递的连续性，又实现遗传的稳定性呢？在激发认知冲突的环

节设计中，一定要根据学生和所在班级的特点，结合学生已有的

知识和经验，设计学习实践，让学生更加主动地构建认知结构，

锻炼科学思维，提升思维品质，从认知冲突中，达成一个更高水

平的认知平衡。

学生发现利用曾经学习的有丝分裂知识，已经无法解决驱动



1492024 年第 6 卷第 21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智慧

性问题，这样的认知冲突，让学生拥有了学习的动力，学生会联

想到，有丝分裂可以实现体细胞数目的增多，但是染色体数目并

未发生变化，那么原始生殖细胞怎么分裂，才能实现染色体数目

的减半呢？通过该微项目化学习，从最初的推理分析，集体研讨，

到利用实物模型，演绎假设，推翻假设，学生们展示了几乎所有

同源染色体分开，随机移向两极的可能。有未发生交叉互换的情

况，有仅一对同源染色体发生交叉互换的情况，还有两对同源染

色体同时发生交叉互换的情况。该微项目化学习拓展了学生对减

数分裂活动中染色体行为多样性的认知，也为“有性生殖能给生

物多样性和进化提供丰富素材”这一重要生命观念奠定了基础，

最终形成了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概念模型等指向核心知识的多

种表现形式的个人或者集体成果，通过成果展示，进一步的加强

了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学生们积极地用高阶学习带动低阶学习，

让素养转化成为可持续的学习实践。

三、创设新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有学科素养提升和社会性

发展

项目化学习是建立在核心知识和能力基础上的，以真实的驱

动性问题为中心，对核心知识和能力不断地运用、转换、迁移，

进而对核心知识有更深层次理解的过程。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努

力建立平等、有温度的课堂，通过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

能正确地对待学习中的质疑和错误，让学生在课堂上，增强与他

人合作的机会，获得与人合作学习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这种横向

和纵向的联系，将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帮助学生与他人交流，

分享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声音，发展个人的社会性，锻炼自

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有助于反思自己，提升自

我规划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元认知能

力。

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要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进行多元

化和多层面的全程评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项目化学习的效能

感，一方面方便老师适时调整教学预设，让学生成为推进项目化

学习的引领者，这将更加有利于学生的自我完善和核心素养的提

升。

四、教师的高度决定了项目化学习的深度，教师需加强自身

学习

项目化学习带领课堂从知识本位走向核心素养定位，在课程

的生成中，教师需要根据课堂生成的即时情况，不断地调整项目

化学习的方向，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学习素养

的形成。双新背景下的高中生物课堂也在不断地丰满和升级，我

们需要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发挥各种教学形式的优势，在

教学中渗透项目化学习的因素，理解学科核心知识，确定高阶认

知策略的定位，更新课程设计思路，分析学生与学生之间、核心

概念与核心概念之间、学生和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一

线教师加强自身的学习，做好教学的辅助者和引导者。

学生是积极的学习者，唯有帮助他们成为自我学习者（自己

设定目标、掌握学习策略、反思学习）并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才能让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因为学习不仅仅在学校的一段时间，

而是为了自己的终身发展。（Finnish National of Education，2014）

希望高中生物项目化学习，能让学生在终身学习过程中，在多变

的真实世界中，快速地判断不同的情境，最终实现持续不断地提

升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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