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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高中 生物学大单元教学设计
——以

“

生态 系统结构与功能
”

为例

四 川 省 绵 阳 市三 台 中 学 （
６２ １ １ ００

）雷 雨 田

摘 要 以
“

生 态 系 统结构 与 功 能
”

为 例
，探 究新课标理念下 的 大单元教学模式 。

以
“

稻 萍 蛙
”

立体农业 生 态 系 统为 情境设计 大单元教学 ，
以

“

情境 任务一活动 评价
”

为线 索整合 多 单元核心 问

题
，
驱动 学生 以 问题为 导 向 完成情境任务 ，

融入教学评估 ，
促进学生思维与 素养的全面发展 。

关键词 新课标 ； 高 中 生物 学
；
大单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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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课裎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ＩＴ） 》 （ 以下簡称
“

新课标
？”

） 中強调 了 以核心素养

为宗 旨 ，要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 同时指 出高 中

生物学课程的模块 内容舉焦太概念 ，课程设计及实

施追求
“

少而精
”

的原则
［

１
］

。 这就要求教师优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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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跨学科项 目 式学 习 评价量表

项目评价 评价麵

員
．

评 互评 师评

１

差

２

较
差

３

般

４

较
好

５

好

１

差

２

较
差

３

般

４

较
好

５

好

１

差

２

较
差

３

般

４

较
好

５

好

知识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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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姻对血液獅系＿危＃

吸烟对神齄ｍ統的危害

跨学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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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课改理念下大单元教学的缘 由

１ ． １大单元教学的 内容

大单元是指塞于各单元间的 内 ： 联系 ，梅其整

合为涵盖多个相关概念和技能 的体系
［
２

］

。 崔允槨

认狱单元教学你
‘

大＇不是教学内容的大 而是

教学设计 、教师格局的大 ，通过引领学生接受大观

念 、大概念、大项 目 、大任务和大问题 ， 培养学生 的

综合能力 、高尚品德和正确价值观。 所谓
ａ

单元％

弁非简单的课时 ， 而是一场龛整 的学习体验， ｇ ｐ
—

个完整的学习故事
［

３
］

。 因此 ，大单元教学强调 的是

学科内容的 内在逻辑 ， 以大概念、大任务为主体 ，形

成具有明确主题 、情境、任务的统一整体 ，从而使学

生形成高阶的理解力并树立正确 的生命观念 更好

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霄求 ？

１ ． ２ 新课改 实施下 大单元教学设计 的 必要性

新的教育改革推动了教学设计的变革 ，而大单

元教学设计则是贯彻立德树人 、深化教育改革的必

然途径 ，

也是实现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途径 ：Ｅ 传统

教学设计通常以课时为单位 ，不仅数擊、内容杂
，

还会使知识过千碎片化 ，
不利于学生攀握和运用 ，

导致教学局 限于
“

分数为王
”

的层两 ， 难以真正提

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Ｐ 基于学生 已学知识和认

知体系提出的大单元教学傲计 ， 能使学生通过情境

自 主探索和构建，

知识体系 ｓ完成任务 、 ．自 主分析和

解决何题》 教师应 当创设能够激发学生探索和建

构模型的环境 ， 引导他们 自发地思考和分析解决问

题 。 大单元教学设计有利于解决在实际教学姐程

中存在的知识不系统 、 内容过于冗杂 、 ｇ标不明确 、

学生攀握不牢周等问题 ；有利于教师以任务问题为

导向 ，准确把握课堂的节奏 ｓ深度 ，促进教师提高创

新意识和专业素养
Ｍ

。

２ 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大单元教学？霈要 以大概念为主线 ，通过创

建真实情境 ， 设曁．任务 ， 层层递进 ， 进而构建
“

系

统
”

，构成＿主要有大单元 内容 、教学 ３ 的 、 教学

情境 、教学任务 、教学评估等 。 本文以人教版Ｃ生物

学 ？ 选择性必修 ２？ 生物与环境 》 中
？

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
”

为例 ，选用
ｗ

稻一萍一蛙
”

立体农业生态

系统创设单元情境 ， 以
“

情境一住务
一

活动一评价
”

为线索迸行大单元教学设计 ，讨论如何在新课程标

准的指导下设计大单元教学ｅ

２ ． １理清 大单元逻辑 ， 构建大单元知识框架

大单元知识框架的构建应遵循
“

课标 教材

学情
”

原则 。 新谏标规定了大单元敎学设计的方向

和标准 ， 而教材是落卖大 ＇单沅教？设计的麵
，
学

情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切人点 。 教材第 ３ 章探讨

了趣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新课标对本章节的大概

念描述为
“

生态 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患响 ， 共同

实现系统的物质循环 、 能蠢流动和詹息传递 ， 生态

系统通过 自我调节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

。 这一章

的 内容设计逐渐深人 ，符合学生 的认知规律 ，依次

从个体、种群、群落 、 生态系统 ，

一細整个生物圈

的不同生命系统结构舊面展开研究这

“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是培养人与 自然和谐

关系 、塑造生态保护意识的关键内窖 。 学生已經通

过学习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理解了生命个体的结构

与功能相适应 ，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 ， 有助于逐步

拓展到生态 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 。 新课标强调生

态系统的统一性 ， 即结构与功能的统
一

，结构 中 的

组成成分可 以 与
“

种群与环境
”

联系 ， 功能 的实际

运用可以 与
“

人与环境
”

联系 ， 由 此构建较系统的

大单
．

元 。 因此 ＊奄此单元设计中 以学生 負 主

建立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模型为教学思

路 ， 引导学生掌＿生态 系统三大功能的过程和特

征 ，
并针对生态学实践的相关应用 ＊进行合避的分

析与评估 。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 ，
笔者整理了该大单

元
．
的知识结构 ，如國 １ 所示 。

２ ． ２ 基于核心素养 ， 制订教学 目 标

教学 Ｈ标的设计是大单元教学设计实施 、评价

的起点与凤向标《 新课标中 的
“

太概念为本
”

可 以

釆用 ＫＵＤ模式 ， 明确学生将会攣握的知识 （
Ｋｎｏｗ

） 、
．

理解的
’

内容 （
Ｕｕｄｅｒｓｔ細１ ） 以及能够实践的技能 （ Ｄｏ ） ，

从而制订教学 目标
ｔ
５

］

。 以
“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的大单元敎学设计为例 ，教学 目标可以大致分为知

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概念 ，通过建立相关的生

态系统模讀 ，深人了解能纛在生态系统 中 的流动 、

物质循环 的过程规律 ，
以 及信息传递 的重要性 Ｑ

ＫＵＤ 模式可 以指导教师教学 ， 使课堂教学脉络更



一

■

煙 物

加清晰 ；帮助學生把握太单元季习 ，通过探究分析 ， 的生命科学观念 ，实现核心素养的培养 ａ＿绕 —生

逐步达到理解和能做的水平 ，潜移默化地树立相应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大单元的教学 目标如表 １ 所示 。

图 １
“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大单元知识结构框架

表 １
“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大单元教学 目 标

大概念
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影响 ，共苘实现系统的物质猶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

递 ，
生态系统通过 自我调节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单元教学 ：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知道 （
Ｋｎｏｗ ｉｎ

ｇ ） 理解 （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

ｇ ） 能做 （
Ｄｏ ｉｎ

ｇ ）

１ ． 阐 明生 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 阐

明食物链 ？

、 食物 网 、 能量流动 、 物质

循环 、償雜递的概念（生命观念 ）

２ ． 举例说 明 人类恬动对生兹系统

的影晌 、 生态讀栽三大功能＃生户

实践中 的意夂、关注人类活动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 （社会责任 ）

１ ． 分析生态系统 中 能董筚向 、逐辍递减

的流动规律 ； 物 质循环规律 食物 网 、 营养

级与个 体数量 、 能量方面 的关系 （ 生命观

念 、科学思雒 ）

２ ． 攀握生态系 统能量流动 的过程和＃

４ ；说明態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关系 ；
理解

信息传递在生态塞统中 的作用 （科学思维 ）

ｉ ． 构建生态菜统 的结构模型、 能

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模型 （科学思维 、

科■
＇

知

％逋过擇 土＿ ：中徵生物的分娜

作用 、设计制作生态缸等括动 ， 阐 明

生态系统 的功＿及稳定性 （ 科学思

，维 、科学探弈＞

２ ． ３设置情境及任务 ，
促使 目 标达成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 ，应当构建一个贯芽始

终的故事情节 ，确 保情境设定完整生动 ｅ 在设计
“

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
”

大单元时 ， 选择
”

稻
一

萍一蛙
”

立体农业生态系统为教学情境 ，借助
“

稻一

萍
一蛙

”

生态系统中
＠

田中种稻、稻下养蛙
Ｂ

了解各

组成成分和所构成的營养结构 ，并开展
＂

情境一任

务
一

活动
一

评价
”

主线教学 ， 探讨此生态系统 中三

大功能的特点 及实际应用 。

＂

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
”

的大单元教參设计思路框架如图 ２ 所示 。

情境导入 ： 播放 《
一片农 田 ，两份收获 ，

“

稻一

萍
一

蛙
”

立体生态农业 》视频 。 水稻是一种生长在

湿润环境 中的作物 ，其生长条件要求较高 ；＃为喜

阴水生植物 ，具有 固定氮气和 畲含钾元素 的特性 ；

蛙属于两栖动物 ， 常粞息 于捉地 。
６ 月 初插秧 ， 当

水稻的新根长 出来后投入 ３ｇ 蛙亩 ， 水稻为水

中 的萍提供荫蔽的坏境＼萍能够为水稻固氮 、抑制

：囊亭生长 ； 稻 ：Ｐ中的害虫为青雜提供食物 ，腾在捕

食的时候无形中松动土壤 ，蛙粪又可以为水稻生长

提供有机肥料 ， 促进水稻和萍的ｉ长 。 这种
＇ ‘

稻一



２０２４ 年 第 １ ２ 期

萍一蛙
”

立体生态农业
，
利用

“

稻 田养娃 ， 青鮭除

虫 ，蛙粪还田
〃

最终实现水稻和蛙的双丰收 。 这种

立体农业生态系统的建立 ，不仅可以吏有效地利用

光能 ， 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生物多样性 ， 并且减少环

境污染 。 根据视频 中
“

稻一＃一蛙
”

立体生态农

业的特＾教师归纳？本单元的核心任參 ，并 弓 ： 丨 导

学：生通过情境完成 以下任务 ？ 下文将 以课题 ｉ
̄

３ 为例 ｄ

图 ２
“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

的 大单元教学设计思路

设计意图
“

稻
一

停
一蛙

”

立体生态农业视频

为学生创遣了真实的大ｔ青境 ， 引 出需要学生ｇ成的

核心任务 ，通过任务逐歩深化 ， 明确教学重点 ５徼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和问题探索的激情 ６

任务 １
；探究生态系统的姐成成分 ｓ

情境＾列举
“

稻 萍一蛙
”

立体农獻生态系统

中水 青蛙和害虫等生物的善＿方式、特点和

习性 ， 以森林生态系统和草應生态系统为例 ， 列 出

这两种生感系统中主寥的種物 、动物和徽生物以及

它们的特征 ｇ

活动 Ｕ引导学生分析
“

稻 萍
一蛙

”

立体农业

屢态系统中水賴、萍 、青蛙和害决零生物的蕾＿方

式 、特点和习性 ，探素它们袭取营养的途径 ， 以及在

生态系统中扮演的角色ａ

活动 ２
ｔ夸其他生态系统进行比较 ， 帮助譬生

归纳不词类型生态系统之间的共牲 ，总结生态系统

的构成要素及功能 。

设计意图 通过事实分析生态系统 中各生物

的角 色 ，得出结论 ， 能够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及总结

归纳的能力 ａ 通过帮助学生了解
“

生态系统是
一个

紧密联系的整体％让他们认识到生态系统中各组

成部分紧密相连 ， 琅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样才能

展现出特定的结构和功能 。

任务 ２
：构建生态系统的结构樓型 。

活动 １
；解释

“

葙一萍 蛙
”

立体农业生态系统

群落中的生物通过 食物链联系在一起＇让学生



自 己构建 ：

一条能体现蛙的作用＃含有 ３ 个普养级

的食物链 。

活动 ２
： 小组讨论、分析蛙所处的营养级 ，

理解

某种生物所处的費养级不是
一

成不变的 ， 并画 出农

田 ：生态寒统肀水稻 、＃ 、青蛙親會Ａ組成的食物网 ａ

活动 ３
：将无机环境：与生物群落联系起来

，
构

建
“

稻一萍一蛙
”

立体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型 。

设计意图 以
“

稻一萍
一蛙

”

立体农业生态系

翁中水稻 、萍 、青蛙和霄虫为例）榮；
生通过构 ：建參物

链和食物阿 ， 能够深人理解生态系统 中 的营
？

养结构

概念 ，
同时加深对群落中各生物之 间

“

营养联系
”

的理解 ｓ 模型梳理能够探化学生 ．对生态系统的理

解 ，提示生物之间以 及生物与无机环境间 的联系 ，

为后续生态系统功能的学习做好铺垫 。

任务 ３
：分析生态系统＿量流动的过程和特征 。

情 巖示学生构建的
“

稻一＿＾蛙
”
立体农

业生霧系统中水稻 、＃、青踺雜害 ：Ａ的食物网 ，
以水

稻和娃为例 ，标注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营养级 、能

＿源和去向 ， 引导学生对比分析林德爨关于赛达

伯格湖各个营养级能量的研究结果《

活动 １
： 指导拳生分析水稻和蛙所在 的會养

级 ，构建相应的能量流动模塑 、 以呈现能暈 的来源

和去＿ 。

活动 ２
：緒合林德曼对赛达伯格湖的研究 ，验证

学生构建的能量流动模型是否准确 ，分析各营养级

的同化量＾帮助学生总结生态系统能儀流动的特点 。

活动 ３
 ： 小组讨论

“

稻 田雜蛙８霄蛙除虫，蛙業还

ｒ
’

的
“

宿一萍
一蛙

”

立体农业生态系统 ， 并从能量

流动的角度分析该生态系统在农业生产上的意义。

设计意图 在蠢实情境下 ，通过分析教材上生

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提高学生对数据的分析能力 ，

以及对两种生态系统的对 比分析能力 。 通过这一

过程
５可以增迸学生对生态系统龍量來源和去向及

特点的理解。

此大屢元设计中整体赏穿情境
，
以故参促学

习 ，在真实的情癔任务中使用何题链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驱动学生 自 主完成大单元的建构 ，通过了

解 中华民族农耕智薏 ３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在素养 。

在活动中引导学生 自主解决问题 ，突出 以学生为主

体 ， 以寘卖情境激发學生的学效兴趣 ，进而落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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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理念 。

２ ． ４ 完善教学评价 ， 重视核心素养培育

教学评价是评估教学 目标是否达成的顧一

环 ，霄爵依据
一定的标准对教学活动和教学效畢进

行客观的衡量和科＃的判定
［

６
］

。 在新课标的理念

下
＾

■关注學ｉｆｅ对概念的 内 化 、对图文信息 的分析和

对知识的运用
．

，从而提升其综合能力 ，
重视以评价

促进核心素养的培育＾ 与怜统单课时教学的敎学

评价不同 ， 大单元教学更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延伸

性凋此大单元教学韵教学评价霄要对学生的核心

章养进行多角 度 、多元化的评价 。 在
“

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
”

大单元教学 ：中 ，教学评价可以根据学

生的认知差异 ， 实施多种评价瘼式 ， 如师生苴评 、 学

生互评 、学生 自评等 ，这样可 以让教师 了 解教学的

优缺点 ，促进学生巩周知识的同 Ｈ植漏补缺、做出改

进
，
进而转换成内在学习动力 ，进

一歩培养核心素养 。

３ 结语

新课标理念下高中生物荸大单元敎荸设计 ， 需

要遵循大概念 ．

、大情境 ，
以情境为线索 ， 引导学生深

人理解大概念 ，
以

“

情境 任务一活动一评价
”

的

模式展开大单元教学 ，通过活动的实施来完成相应

任务 ，通过层层递进的冋题 ＞ 
引 导学生 自 主思考和

探究 ，通过瘼型构建１小组讨论卖现对知识的深度

理解和 用＃在农耕智意的情境 中树立ｉｔ会责任

和生命观念 ，进一步将学科知识转变为核心素

从而有效促迸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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