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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实践探究
李永团

陕西省碑林教师进修学校　710048

摘　要：高中生物的教学改革，更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这就对教学理念、方式、手段等提出更多、更好、更新的要求。

深度学习的过程也是帮助学生判断和建构学科基本结构的过程，而且还注重信息的整合与知识的建构，能帮助学生在学习中

反思及迁移运用，从而使学生实现发展性学习。因此，在新形势下，生物教师需注重教学方式及其手段的有效创新，以促进

学生完成深度学习，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能力。深度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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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深度学习的过程也是帮助学生判断和建构学科基本结构的过

程，而且还注重信息的整合与知识的建构，能帮助学生在学

习中反思及迁移运用，从而使学生实现发展性学习。基于此，

本文主要基于深度学习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进行探讨。“单

元教学设计”学科活动模式的构建在生物学学科素养中，“生

命观念”维度具有基础与支柱作用。本文以“生命观念”中

的“物质与能量观”单元教学设计为例，试从如下几个方面，

拟就模式构建上简述一些实践经验和成功做法。

一、简析“单元教学设计”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什么是“单元教学设计”呢？顾名思义，就是教师在备

课和教学过程中，善于从“一个单元（或一章）”角度出发，

根据其中不同知识点的实际需要，综合利用各种形式和策略，

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单元的“教与学”任务。那么，“单

元教学设计”的意义何在呢？在新课程教育理念下，在深度

学习根本指向下，教师通过这种形式的设计和应用，有利于

实现“从教中心转向学中心”下的课堂教学转型，切实体现

“以生为本、以学为主”的新课程教学目标，为促进教育与教

学的全面性、健康型、立体式、纵深化发展打下基础、激发

教学活力。

二、高中生物“单元教学设计”学科活动模式的构建

在生物学学科素养中，“生命观念”维度具有基础与支柱

作用。本文以“生命观念”中的“物质与能量观”单元教学

设计为例，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拟就模式构建上简述一些实

践经验和成功做法。

（一）选定内容、分析要素，做好“事前工夫”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校教育也应遵循这一道理。

就单元教学设计来说，其首要环节和第一步骤在于——选定

单元内容，并认真分析其中教学基本因素，为正式开展单元

设计教学活动做好“事前工夫”。首先，教师应根据“单元

教学设计”的精神、原则和要求，在知识内在逻辑和观念特

征的基础上，对“物质与能量观”进行概念分析，有效构建

“物质与能量”生命观念下的概念图谱：①厘清“观念、大概

念、重要概念、一般概念”的基本概念区别；②分析“物质

与能量”基本概念；③构建“物质与能量”概念图谱。其次，

选择与“物质与能量观”相适应的知识内容。结合课标要求，

利用“系统论”方法对教材资源进行分析、重组和整合，选

定如下单元教学内容：①在“细胞与个体”层次上，有“酶

的作用”，有“ATP—细胞的直接供能物质”“细胞呼吸的过

程”“光合作用的过程”等；②在“生态系统与个体”层次

上，有“生态系统的结构”“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

动”等。最后，从“课标”“教学内容”“学习者”等几个方

面，对单元设计下的“教学基本因素”进行分析。如此能较

好地完成了必要的“事前工夫”。深度教学和深度学习通常是

紧密相连的，深度学习主要是针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研究的

术语，最初是指在机器学习领域中，对图像、声音等进行识

别的方式。随着教育事业的逐渐发展，深度学习逐渐在教学

中得到广泛应用。将深度学习运用于高中生物教学中，不仅

有助于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提高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还

对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编制目标、明确方向，积极“扬帆起航”

本文所说的编制目标主要包括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

目标两种形式。前者是指通过对单元内容进行分析，在结合

课标和综合学情等教学基本要素的情况下，根据单元教学特

点，编制整体性的单元教学目标。后者则是指在单元教学目

标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把它进一步细化为切实可行、具

有较强可操作性的课时教学目标，从而在有序推进、步步为

营中逐步实现单元教学的整体性教学目标。

就“物质与能量观”而言，其单元目标可分为“生命观

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等几个层面，

并把上文所说内容具体细化为“酶的作用”“ATP—细胞的直

接供能物质”“细胞呼吸的过程”“光合作用的过程”“生态系

统的结构”“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等几个课时目

标。在明确了上述两种目标后，教师可引导学生真正开始有

计划、有次序、有针对性的单元设计教学活动。

（三）分步实施、有序推进，体现“单元教改”

“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学校教育是一项有理念指向、

有目标引领、有策略可循的综合性实践工程。本文仅以“酶

的作用”一般性概念教学为例，简要阐述“单元教学设计”

状态下的教学过程分析。

一是在“学习内容”上，课标要求“说明酶是一类能催

化生化反应的物质”。而在具体内容中，一方面分析了细胞代

谢的概念、举例和类型；另一方面，着重介绍了酶在细胞代

谢中的作用和原理。这是基础内容部分。

二是在“学习者分析”上，教师应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

现状，学生在初中阶段已学习“细胞代谢”内容，却不知酶

的作用、原理和意义，还不懂酶在物质代谢中的重要地位。

三是在“教学目标”上，应从“生命观念、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社会责任”分别进行解析。四是在“教学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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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师应把握“酶在细胞代谢中的作用”是重点，“酶能降

低活化能、实验中控制变量的科学方法”是难点。其教学过

程可简单概括如下几个程序：①旧知导入。②实验探究：以

多人学习小组为单元，探究“高温、无机催化剂（铁离子）、

有机催化剂（过氧化氢酶）”等因素对氧化氢分解反应的影

响，并记录实验结果。③经过分析与总结。④原理剖析。通

过教师课堂提问、多媒体状态下的教与学分析、师生多向化

讨论与促进，以及梳理与总结、提炼与内化等活动，从中获

取——“酶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于酶的催化作用，细胞中

的各种生化反应才能在‘温度与条件’下快速进行，发生物

质的‘分解与合成’。”至于“ATP—细胞的直接供能物质”

等其他一般性概念教学，其形式与结构、过程与质效等，与

“酶的作用”教学基本相同、大同小异。

（四）多元评价、和谐互动，保持“活力无限”

“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知识传授的本领，而在激励、

唤醒和鼓舞。”对于单元教学设计下的高中生物学科来说，这

种艺术性的“激励、唤醒和鼓舞”，不仅应当体现在教学活动

过程中，教师还要将其充分落实在多元化的教学评价环节。

一是基于“纸笔测验”的诊断性评价。教师要根据本单

元内容，结合学生已有认知和经验，编制检测试卷进行“教

与学”的“诊断”式检测。

二是过程性评价。主要包括“日常性的学习记录卡评

价”“检核表的表现性评价”“调查报告的表现性评价”等

形式。

三是单元检测题的总结性评价。在单元设计教学内容学

习后，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单元检测时，题目内容要围绕核心

内容，尽量设置生活链问题情境，促进他们对单元内容的整

体性把握和理解；在题目形式上，教师要多采取“问答题”

和“概念图绘制”形式，促使学生能够完整地表达问题解决

的思路，有利于及时反馈并掌握“教与学”的真实情况。值

得强调的是，教师还要善于把“教师评学”与学生的“自我

评价、相互评价”相结合，把对学生的“个体评价”与“团

队评价”相结合，以保持单元教学设计活动的无限活力。

三、结语

随着教育事业的逐渐发展，深度学习逐渐在教学中得到

广泛应用。将深度学习运用于高中生物教学中，不仅有助于

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提高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还对学生

关键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高中生物教学过程

中，教师善于开展“单元教学设计”形式下的学科教学活动，

有利于“教与学”双方能够更加系统、更为整体地把握知识

结构，更加有效地挖掘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切实体

现新时期的核心素养理念，更进一步地培养学生学科能力与

素养，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石高荣 . 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生物学实验教学设计

［J］. 中学生物学，2019，35（12）：35-36.
［2］谢倩，李韶山 . 例谈基于深度学习典型机制的高中

生物学教学［J］. 中学生物学，2019，35（08）：23-25.
［3］林洁 . 基于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大单元教学设

计探讨中学生物学［J］. 当代教研论丛，20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