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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科学探究素养培养的同课异构比较研究 

——以“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为例 
王海荣  周诗尧  李霞  程孟荣  郑玥  李志良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选取“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的同课异构课为教学案例，从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在学理

层面构建培育高中生科学探究素养的教学策略：培养探究意识，建立思维方向；创新形式，多样探究；注重与生活及其他学科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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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same clas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quiry literacy in biological science 

-- Take "Water absorption and loss in plant cells"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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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Water absorption and water loss of plant cells" as the teaching cas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n constructs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literacy at the academic level: cultivating inquiry consciousness, 

establishing the direction of thinking; Innovative forms, diversified exploration; Focus on the connection with life 

and other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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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同课异构”已经成为教研

活动一种重要形式，也成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一种重要途径[1]。所

谓“同课异构”是指教师针对同一教学内容，依据课程标准，立足

于各自教学风格，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将构想予以优化后付诸实践，

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终优化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活动[2]。能

够有效缩短教师发展周期，促使教师互助提高。2016 年，北师大发

布了其研究成果《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该文确定了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涵[3]。2017 年，教育部制定新课标，

生物学课程标准中要求加强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使其能更

好地适应社会，提高个人能力，并提出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维

度即：社会责任、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生命观念[4]。而作为维度之

一的“科学探究”在生物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科学探究离不

开生物学实验，那么如何培养“科学探究”素养，需要我们去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选取高中生物青年甲教师和骨干教师乙教师执教的

“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与失水” 同课异构课为典型案例，以生物学

课程标准的学业要求为评价依据对两节课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相关

的结论与启示，以期为高中生物实验教学及生物实验培养科学探究

素养能力提供一些参考。 

1 教材分析及学情分析 
本节内容选自新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一《分子与细胞》第 4 章

第 1 节“被动运输”的内容。课程标准其次位概念 1.2.1 明确指出“概

述细胞都由质膜包裹，质膜将细胞与其生活环境分开，能控制物质

进出，并参与细胞间信息交流”[4]。本节在第 3 章细胞膜的结构和功

能的基础上，通过哺乳动物红细胞的实例再到植物细胞，归纳得出

渗透作用的原理，落实概念教学。单独分析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

开启高中生物探究性实验第一课，学习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并为

后续学习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打下了理论基础，有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 

本节的授课对象为高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

心，观察能力与分析归纳能力较强，初步建立探究能力；在初中阶

段对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有了感性认识，具备了相应的实验基础，

有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但批判性思维有待提高，探究实验方法掌

握不全面。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用生活中的实例导入，从感性认

识上升至理性认识，让学生发挥自身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去思考

问题，进而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实验探究，实验结束

后对结果进行相互交流讨论，提高归纳总结能力。 

2 教学目标的“同”与“异” 
2.1“同”——依据课标，立足教材 

两位老师都是以 2017 版生物学课程标准为依据，从教学思想、

教学理念到教学行为上发生了转变。共同的价值追求都是认为生物

学科教学要超越对知识与技能的简单传授，关注知识的源起、发展、

价值和意义以及学科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引导学生从学科的视角理

解世界和分析问题，形成学科意识和思维习惯[5]。通过实验的过程完

成科学探究素养的培育。 

2.2“异”——教学目标表述的差异性 

两位教师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标准，

并围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制订了如下教学目标[6]： 

甲教师： 

生命观念：说出半透膜的特征；理解植物的原生质层相当于半

透膜。 

科学思维：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建构水分子进出细胞的

原理。 

科学探究：通过小组合作，进行实验设计和操作，通过实验观

察，分析现象。 

社会责任：养成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培养和他人

交流合作的团队精神，树立一定的科学实验观，并且能够解决生活

中的相关现象。 

乙教师： 

1.通过比较渗透装置与植物细胞的异同，阐释实验材料的选择，

强化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生命观念、科学思维） 

2.通过观察植物细胞吸水与失水的变化，归纳概括原生质层的

选择透过性与质壁分离及其复原的关系。（科学思维） 

3.通过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简述探究性性实验的一般

方法。（科学探究、科学思维） 

4.尝试运用水进出细胞的原理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社会责

任、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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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核心素养目标要准确体现教学的达成度，主体的行为过

程。甲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受思维惯性的影响，行为动词的把

握不够准确。“理解”，“养成”，“培育”这类表述并不是可以检测的

结果，且对科学探究的表述未突出行为结果，即所能达成的学习效

果。显然乙教师注重将多种素养结合起来培育，能更好体现素养的

循序渐进过程。 

3 教学过程的“同”与“异” 
3.1“同”——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实验探究能力的考查 

“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是一个以操作性实践为主的实

验，两位老师对实验过程都按照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发展学生提

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得出结论和交流讨论的能力。在探

究过程中注重思维的启发与引导，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探究，记

录实验现象，同时教师全程观摩，并适时给予指导，给予关注；小

组间进行交流学习，提出疑惑，共同解答，并交流心得体会；在学

生分析实验结果时，教师认真聆听学生发言，进行总结； 后以习

题检测巩固新知。 

3.2“异”——设计结构本同末离，拔新领异 

3.1.2 课堂教学片段节选 

甲教师首先通过创设生活情景以两个问题导入新课： 

①夏天我们在用糖拌西红柿的时候有水流出，这是为什么呢？ 

②早晨在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卖青菜的人，不断在青菜

上面洒水，洒了水的青菜叶十分新鲜，而没有洒水的却萎焉了，这

又是为什么呢？ 

在讲授新知时按照先理论后实践的逻辑开展教学，通过多媒体

的动画展示渗透作用的原理，结合课本上的问题探讨，揭示渗透作

用的原理和发生作用的条件。图片展示回顾植物细胞的结构，了解

植物细胞是由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组成，而后三者又称为原生

质层。以参考案例紫色洋葱鳞片叶为材料展开实验教学。 

乙教师的教学过程首先是回顾旧知，基于学生了解渗透作用的

原理上提出问题，比较渗透装置与植物细胞的相似处，让学生思考

当成熟植物细胞置于该情况下会出现什么现象，激发学生探究欲望。

然后引导学生从实验选材上思考，通过图片展示结构，并让学生在

显微镜下观察，以便于学生理解其作为实验材料的原因，为实验的

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3.1.2 重点过程对比分析 

乙教师以“回顾旧知”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导入学习。甲

教师通过创设贴近生活的情境提出问题进行导入，借助多媒体动画

展示渗透作用的原理，能够吸引学生兴趣，迅速集中思维，活跃课

程气氛。但在实验选材部分，甲教师直接参照教材提供的案例，很

容易将探究性实验变为验证性实验。乙教师在此引导学生思考实验

选材，并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提高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在整个过

程中乙教师注重于为学生创造探究活动的机会，培养了学生创造的

激情，在遵守课本理论的基础上不拘泥于课本，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 

4 提高科学探究素养教学的有效策略 
4.1 培养探究意识，建立思维方向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能够认识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掌握一些

基础的理论知识，还要求学生具有领悟、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

能对具体现象的观察或者实验的过程进行分析，进而达到更高层次

的认知。教师要善于发挥主导作用，根据教学目标给学生建立探究

的方向，给学生创造探究学习的机会，把学习的主动权尽可能的给

予学生，教师适时进行点拨，让学生进行交流学习，培养对生物学

科的兴趣，将意识再与实践结合，更好的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7]。 

4.2 创新形式，多样探究 

（1）问题驱动——走进探究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有必要利用生活事例引入新课，使学生产

生强烈的好奇心，并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解决生活的一部分现

象，创造出能够将理论实际应用于实践的情景。在教师的引导下提

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建立清晰的探究思路，启发思维，进入探究，

激发学习动机。 

（2）小组学习——合作探究 

在现在互联网盛行的年代，学生足不出户就可获取信息。在教

学中，学生可在教师一定的指导下分小组让学生提前收集材料，设

想科学的解决方案。在正式上课前可让各小组交流学习成果。在探

究性实验的过程中也可采用合作探究的方式，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在小组交流学习中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质疑，培养科学的探

究能力和精神，提高“科学探究”层面上的素养。 

（3）开展教学活动——活动探究 

学生具备一定的探究意识后，再通过理论的学习，那么就必须

付诸于实践才能达到极好的学习效果，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开展以

活动为核心的教学活动，例如实验探究，通过亲身做实验，来加强

探究性学习，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理论知识，培养个人动手能力。

但是往往学生都是按照课本上的案例进行程序性的操作，还未实验

就知结果，因此教师需要在实验材料上多预留出空间，提供多种材

料给予学生思考探究。 

（4）科学发展史——理论探究 

科学探究离不开科学思维，那么在培养科学探究素养的层面上，

我们要主动让学生了解科学发展史，具备一定的科学思维，并且学

习了科学发展史，可以奠定学生的知识基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掌握科学的方法，在以后的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少走弯路。学习科

学史，重温经典，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价值观教育，提高

科学探究素养。 

4.3 注重与生活及其他学科的联系 

生物学是六大基础学科之一的自然科学。在生物学的学习中，

知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其他学科的知识存在交叉，涉及物理、

化学等方方面面的领域，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善于多学科融

合，对于高中生来说，知识面相对来说还比较窄，生活阅历较浅，

教师要在多拓展其他相关的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将理论与现

实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对生物现象有着更具象的认识，从而培养

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核心素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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