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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学——以问题串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
导学即教师通过布置相应的任务组织学生进行的前置性学

习，问题是思维的源泉，更是思维的动力，保证学生深层次认
知参与的核心是问题[1]。教师设置了如下问题串进行导学：

列举生活中几种富含蛋白质的食品？
列举人体中几种蛋白质并说明它们的功能？你能概括蛋白质

的功能吗？
蛋白质是生物大分子，它的基本单位是什么？组成蛋白质的

基本单位有多少种？
对比几种不同的氨基酸，你能找到它们共同的部分吗？
两个氨基酸是如何形成二肽的？
n个氨基酸形成1条肽链过程中脱去多少个水分子？形成多

少个肽键？
从肽链到蛋白质分子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变化？
蛋白质分子的功能与其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上问题串的设计呈现出一定的阶梯性，学生踩着问题的

“梯子”走向更高层的认知。
2  研学——小组合作学习
研学是小组合作进行的探究式学习，具体组织形式是小组内

同学对“导学”部分的内容交换意见，统一思想，并对教师
设计的更高层次的问题或任务串进行合作探究。

设计如下：请就导学部分的学习进行小组内的交流。试着寻
找身边任何可用的资源制作一个氨基酸平面结构模型。试着同一小
组的同学合作制作一条多肽链。试着同一小组的同学合作连成一
个肽环。在连成肽环的过程中脱去多少水分子？形成多少个肽
键？试着讨论一下肽环中肽键数跟氨基酸的个数是什么关系？

以上几个任务由易到难，在小组合作过程中，既有学生个人
的思考，又有小组的交流与合作，这些任务的设置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与解决问题，能充分落实“教学过程重实践”这一理念。

3  展学——进行输出知识的实际演练
展学即以小组为单位派出代表或全组同学对教师布置的导学、

研学任务或新布置任务的解决方案对全体同学进行展示，展示的内容
难度要适中。学习金字塔理论中提出，采用"做中学"或"实际演练
"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的内容(平均学习保持率)是最多的，
约为75%，所以展学环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本节课的设计如下：

请小组派代表为大家讲解导学部分中“蛋白质分子结构多样
性的原因是什么？”请小组全体同学为大家展示肽链的形成过
程？请小组派代表为大家讲解如下习题：某蛋白质分子含有两条
肽链和一个肽环，由n个氨基酸组成，请问该蛋白质合成过程中
脱去多少个水分子，如果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平均分子量是120，
该蛋白质的分子量是多少？课堂展示是选择由个体代表小组展示
还是选择小组合作展示，或者是组织全班学生集体展示学习成果，
均可视不同学习内容、不同学习状态而变化[2]。

4  点学——师生间的合作学习
点学即教师对前几个环节进行情况的点拨和评价。由于学情的

差异性，不同的同学在前面几个实践学习过程中会有所差异，有些问
题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教师可以进行点拨补充。教师对于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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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和展示成果中出现的亮点进行积极的评价具有很大的心理学意
义，可以形成很好的阳性强化，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动机。点
学所用时间一般不宜超过课堂时间的三分之一，如果一堂课需要教师
点学的部分太多，教师就要反思前三个环节是否设计的合理，可能是
问题设计的难度和梯度有问题，也可能是教学的组织过程有问题。点
学的时间虽短，但要切中关键点，对教师要求较高。

5  固学——来于实践，归于实践
固学即对当堂课的教学成果进行巩固，一般是以课堂练习、

当堂小测或课后作业、实践活动的形式来进行。
本节课的固学任务设计如下：
下列四种化合物中（图1），属于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是（ ）

图1      四种化合物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①② D. ②④
图2 是某化合物的结构图，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图2      某种化合物

A.该化合物是三肽，含有3个肽键 B.该化合物含1个氨基
和2 个羧基  C.②③⑦表示R 基，该化合物由3 种氨基酸构成
D.形成该化合物的细胞器具有单层膜结构

蛋白质多种多样的原因是（　　）
①氨基酸的种类②氨基酸的数目③氨基酸的排列顺序④肽链

的空间结构⑤氨基酸的连接方式
A.①②③④⑤ B.②③④⑤ C.①②③⑤ D.①②③④
五步教学法在逻辑上有一定的顺序和时间占比，但是在教学

实际中，教师不能死搬硬套，可以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灵活变动
顺序和时间，重在落实新课标中提到的“教学过程重实践”的基
本理念，以实现高效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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