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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分析高中生物教学中“酶”教学设计创新 
◆熊兴春 

（贵州省都匀第一中学  558000） 

 
摘要：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视域下，普通高中生物学教学该如何设
计和实施？每一位普通高中生物教师都必须思考、探索，都会经历一个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革新。本文分享笔者在这场革新中教学设计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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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视域下，普通高中生物学教学该如
何设计和实施？每一位普通高中生物教师都必须思考、探索，都
会经历一个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革新。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指
标体系以及表现形式，是根据学业质量标准的具体要求制定的，
相对抽象，要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将它们进一
步系统化和具体化，将其贯穿各教学环节，融入具体教学内容中，
体现在教学过程中[1]。本文以“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经全
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4 年初通过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例，分享本人在这场革新中教学设计的创新。 

1 回归伊始，引领学生寻找科学史上探索酶的思想源头。 
1.1 问题导引：科学家们是怎么意识到细胞中有酶存在呢？

当时的人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1.2 具体做法：整合关于酶的科学探究事实，优化资料。将

斯帕兰扎尼前后相关酶的探索试验进行整理，把教材 P81 页的
“关于酶本质的探索”素材进行优化整合，再将当今世界关于酶
的探索成果简单整合出来，在问题引导下，将这些科学史上关于
探索酶的部分事实资料与学生分享，引领学生进入远久科学家们
探索酶的意境，慢慢领略并凝练科学家们探索酶的思想，开起学
生在课堂上的科学探究之旅。对于一些经典探究试验，指导学生
扮演当时科学家的角色，再现探究试验。通过这些科学史上关于
酶的探究事实及引领再现探究史上的探究试验，凝练出酶的概
念。 

设计意图：学生基于给定的生物学事实，采用归纳与概括、
演绎与推理等方法形成“酶”的概念，并能用“酶”的概念理解
细胞代谢。同时，让学生充分领悟到任何真理或自然规律的发现
都是源于人类生存生活生产遇到的问题或现象，是为了了解释现
象或解决问题，许多人或几代不懈努力才形成的智慧结晶，不仅
要尊重，更要继承和不断探索完善，进而推动社会正产力的不断
发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 教学源于学生生活，引领学生快乐探究。 
教师展示生活中利用医用 H2O2 消毒液处理伤口的图片，从

视觉上转成学生生活现象再现，提高学生的兴趣，渴求用生物学
知识解释这一现象，进而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2.1 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气泡？为什么那么快就产
生很多气泡（当然，还有其他问题，采用普遍性问题）？ 

2.2 引 导 学 生 分 析 问 题 ： 伤 口 处 产 生 气 泡 是 因 为
2H2O2==2H2O+O2↑；立即产生大量气泡，说明这个化学反应迅速，
应该有类似催化剂的物质存在，而且催化效率比无机催化剂要高
许多。 

2.3 引导学生做出假设：做出假设是指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
经验总结或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对提出来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
释。故，学生讨论后认为：细胞中存在具有催化 H2O2 迅速分解为
H2O 和 O2 的酶，而且其催化效率远高于无机催化剂。无机催化剂
是通过选择分子参加化学反应的不同途径而降低了分子参加化学
反应所需的活化能，酶降低活化能的效率远比无机催化剂高。 

2.4 指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 
2.4.1 选择用具、材料和药品学生根据做出的假设设计实验

方案，选择所需要的用具、材料和药品：量筒，试管，滴管等；
新鲜的猪肝研磨液（含有细胞），新配制的体积分数为 3%的 H2O2

溶液，质量分数为 3.5%的 FeCl3 溶液等。 
2.4.2 实验步骤学生分组讨论完成（要求：3min 独立思考→

2min 组内讨论→5min 展示），并指导学生归纳出“三步法”要领。 
第一步是选材、分组和编号。 
第二步是控制变量。这一步是重点，也是难点。首先是变量

的理解，用学生熟悉的知识推理理解新知识的教学规律，采用数
学与生物学科交叉教学（如图 2）。 

第三步是观察实验现象，并记录。这一步的难点在于确定关
于因变量的观察指标，并以什么形式记录下来。 

 

 
 
 
 
 
 
 
 
 
 
2.5 预测实验结果与分析得出预测结论。请实验设计方案得

到最好评价的一组分享他们的实验预测结果，并对预测结果进行
分析，得出预测结论。 

2.6 实验操作与验证，推理得出结论。选择在课堂上展示出
来的实验步骤得到最好评价的一个方案，让学生在 2min 内操作
实验，2min 组内相互分析、讨论后，请一组同学派代表讲述操
作过程，其他同学纠正、补充，教师评价，并引导学生归纳出探
究实验的基本原则。 

启发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推理得出结论：细胞中存在
具有催化作用的酶，其相对于无机催化剂而言具有高效性。 

设计意图：以“生物教学源于生活”的教学理念进行创新设
计，让学生在整个探究实验中，完整地体验“生活现象观察、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预测实验结果→分析
得出预测结论→实验操作、验证→推理得出结论”过程，课堂落
实“学生学科思维的发展”、“学生学科探究的能力”、“学生的社
会责任意识”等。 

3 基于科研事实，数学（STEM）模型巧妙突难 
情景设置：教师给出“酶在细胞代谢中的作用”资料，让学

生了解酶在细胞代谢中的重要意义，提出启迪性问题：没有哪些
特性呢？从而激起学生的求知欲。 

3.1 关于酶具有高效性教师用表格的形式给出一组关于
“H2O2 酶和 FeCl3 催化 H2O2 分解产
生 O2 的”（适宜条件下）实验数据，
让学生结合教材 P83 页的第二自然
段，结构直角坐标系曲线图（如图
3）。同时，联系生产提出：根据植
物细胞的组成成分及结构，结合本
节课所学，提出提高果汁生成的产
量和品质的方案。 

3.2 关于酶具有专一性教师用表格的形式给出一组关于“淀
粉溶液在淀粉酶和蔗糖酶作用下”（适宜条件下）实验数据，让
学生结合教材 P83 页的第三自然段，结构直角坐标系曲线图（如
图 4）。同时，联系生活提出选购加酶洗衣粉的依据。 

3.2 关于酶的作用条件较温和性教师给出关于“温度和 pH
值对酶活性的影响”直角坐标系曲线模型图（如图 5 和图 6），
让学生谈论、分析途中的每个点和每一段曲线所表示的生物学意
义，并设计探究实验，探究酶最适宜温度和最适宜 pH 值. 

 
 
 
 
 
 
 
 
设计意图：以“生物教学服务于生活”的教学理念进行创新

设计，逐步培养学生具有关注社会重要议题的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以及开展生物学实践活动的意愿和能力。同时，指导学生逐
步形成学科交叉意识和建模与用模型的思想意识，养成创造性思
维，落实学生学科思维的发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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