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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选择性必修 3《生物技术与工程》“胚胎工程”单元为例,以真实世界存在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构

建大情境,基于“情境-问题-活动”策略,逐步建构生物学重要概念,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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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articletakesteaching“EmbryonicEngineering”, aunitfromthePEPbiologytextbook optional
required course3 Biotechnologyand Engineering forseniorhigh school, asan exampletodescribehowwefosterstudents'
higher-orderthinking.In teachingtheunit, wecreateabigsituation based on problemsthatreallyexistin theworld, and
then usethe“situation-problem-activity” strategytoguidestudentsgraduallyformimportantbiological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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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论证式的调查与交流活动将调查过程与交流过程深

度捆绑,可挖掘学生的多重潜能,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
能力。 让学生逐渐在科学论证中保持严谨与客观,提
高对科学的认知。
2.3 应用式调查与交流活动,重视对信息的合情筛选
 有时教师也可组织学生围绕某一项目调查获得多方
信息,其后对信息进行筛选后,以应用创造类的交流方
式,通过动手实践转化为项目成果,此类活动称为应用
式调查与交流活动。

例如,在八年级(下)“日常生活中的生物学技术”
教学中,主要是指导学生学习发酵技术,掌握食品保存
的方法。 教师在教学结束后,可组织学生开展主题为
“发酵食品探秘”的应用式调查与交流活动。 教师围
绕主题设计了“发酵与文化”“发酵与健康”和“发酵的
应用”等 3个板块的活动。 发酵与文化、发酵与健康以
及发酵的应用这三个板块活动的设计,是环环相扣、逐
步发展的。 在活动中,师生通过阅览书籍、观看纪录片
和走访等多种调查形式,广泛搜集有关发酵的人文资
料。 学生对腌海雀、臭豆腐和泡菜等发酵美食都产生
了很大兴趣,对酸奶、酒酿和馒头等美食的制作与改
良,也跃跃欲试。 但是,当活动进入到“发酵的应用”
板块时,师生就要基于时间、场所、材料、预期和伙伴等
现实因素进行多重考量,要对不同的信息,进行评判和
筛选。 首先,如腌海雀中的海雀、臭鱼干中的鲭鱼等原
材料的获取困难;酸笋中的竹笋只能在春季获取,不利

于开展重复实验,故均被筛去。 同时,学生通过调查了
解到发酵成功的关键在于菌种的获取及品质。 于是,
学生又针对菌种进行了补充调查。 有的学生发现从网
上就能购买到制作泡菜的“老母水”(即老卤水),及制
作毛豆腐的毛霉菌种;有的学生从超市货架上就可找
到制作酸奶的乳酸菌种,和做酒酿、馒头用的酵母菌
种。 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师生决定分组体验泡菜、毛
豆腐、酸奶、酒酿和馒头的发酵制作。

在这些活动的片段中,学生调查所得资料将应用
于实践操作。 学生对信息酌情筛选,并在信息不足时,
积极补充调查,这样可推进活动向下一板块顺利进行。
不论在选取调查方式还是筛选应用方向上,学生的思
维在碰撞中愈加开阔,也愈加缜密。 学生的思维能力
得到了锻炼,教学效果也非常突出。 以应用式调查与
交流活动为抓手,增加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实践经历,可
将生物学课上出浓厚的“实践”味,落实“教学过程重
实践”的新课程理念[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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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阶思维是多种认知成分协同作用的复杂思维过
程,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寻找认知平衡
的关键能力,其主要包括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等。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在“学科核心素养”的科学思维部分明确提出:学生应
能够基于生物学事实和证据运用归纳与概括、演绎与
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方法,探
讨、阐释生命现象及规律,审视或论证生物学社会议
题

[1] 。 其中的模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等均与高阶思维能力的核心要素具有高度一致性。 同
时,课标也提出了“内容聚焦大概念”的课程基本理
念,强调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要追求“少而精”的原则,
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构建生物学重要概念,发展

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核心素养。 借助真实世界中存
在的问题,通过构建大情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单
元内容进行重构,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帮助学生
形成生物学重要概念,是进行单元教学设计所应遵循
的基本原则

[2] 。
以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选择性必修 3《生物技

术与工程》中“胚胎工程”为例,在认真研读课程标准
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教材,以“拯救北方白犀牛”这一
真实社会问题作为大情境,以关键问题为引领,通过构
建系列学生活动,让学生在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发
展高阶思维能力,形成重要概念,提升生物学核心素
养。 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如图 1:创设问题情境→
设置关键问题→构建教学活动→达成学习目标。

图 1 “胚胎工程”单元设计整体思路

1 深度分析教材,确定设计思路
“胚胎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与工程的重要内容

之一,其包括:胚胎工程的理论基础、胚胎工程技术及
其应用。 该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使学生运用胚胎工程的
基本概念和原理,对生产、生活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与判断,认同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体现了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胚胎工程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与畜牧
业、濒危动物保护等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可选用社会
上真实存在的问题作为教学情境,通过解决问题,以
“情境-问题-活动-评价”为主线,逐步构建重要概念,
发展高阶思维能力。
2 明确学习目标,创设单元情境

单元教学的设计要求教师从重要概念入手设置

学习目标,以整体性的视角审视教学内容,根据单元
教学所需,将单元内不同内容按解决问题的内在逻辑

进行重构,其本质上是根据实际学情进行的微型课程
设计。

本单元教材内容在“从社会中来”栏目中提供了
“如何快速、大量繁殖从国外引进的良种荷斯坦奶牛”
的问题情境,而通过查阅资料可知,我国早在 1985 年
就已经培育出了“中国黑白花奶牛” (1992 年更名为
“中国荷斯坦牛”),通过胚胎工程繁育荷斯坦奶牛在
我国并不是迫切的需求。 而北方白犀牛截至目前,世
界上仅存两头雌性个体,无法通过正常的交配过程繁
衍后代,若不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拯救,该物种将很
快灭绝。 因此,选择“拯救北方白犀牛”作为单元教
学大情境,更能让学生感受到现代生物技术与亟待解
决的社会事务间的密切联系,充分发挥批判性思维和
创造能力,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 本单元的课时设计、学习目标及认知水平
分析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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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胚胎工程”单元课时设计、学习目标及高阶思维指向

课时

序号
学习目标

认知水平

(高阶思维指向)

第 1
课时

概述体内受精和胚胎早期发育

的基本过程,建构胚胎工程的
操作流程图。

分析、创造(逻辑
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

第 2
课时

概述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胚
胎分割的基本原理、操作步骤
和应用价值;运用胚胎工程的
基本概念和原理,对生产、生活
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

判断。

分析、评价(逻辑
性思维、批判性
思维)

第 3
课时

设计胚胎工程的具体操作方

案,认同在胚胎工程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中体现了科学、技术
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分析、评价、创造
(逻辑性思维、批
判性思维、创造
性思维)

3 教学活动引领,解决核心问题
3.1 主题 1:胚胎形成经过了受精和早期发育等过程
(第 1课时) 情境 1:2018年 3月,世界上最后一头雄
性北方白犀牛死亡,该物种仅剩下两头雌性,在此之
前,研究人员设法保存了北方白犀牛的精子。 若要拯
救北方白犀牛,使其免于灭绝,学生很容易提出利用学
习过的动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繁衍北方白犀牛。 此时
教师提供给学生利用胚胎工程技术成功繁衍牛、羊的
案例,让学生了解还可以通过胚胎工程来繁育动物。
随即教师抛出关键问题 1:这两种技术都可以用来繁
育动物,如果用来拯救北方白犀牛,你认为哪种技术得
到的后代群体更能适应环境,从而真正使北方白犀牛
得到拯救? 通过该学习活动,促使学生从遗传多样性
的角度对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发
展学生的逻辑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情境 2:研究人员已经设法获得了北方白犀牛的
卵细胞,并准备利用胚胎工程繁衍北方白犀牛。 该情
境的呈现,可对学生经过对比分析后作出的选择进行
肯定,激发学生继续探究的动力。 接着教师抛出关键
问题 2:利用胚胎工程繁衍北方白犀牛,需要研究人员
具备哪些理论基础? 通过科学资料中有关胚胎工程的
大致流程,学生分析得出胚胎工程的理论基础———受
精和胚胎早期发育;教师继续引导学生分析:受精前,
精子和卵细胞分别进行了哪些准备? 受精过程中,精
子和卵子分别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些变化的生理意义
是什么? 在胚胎工程实践操作中,如何判断是否受精?
早期胚胎发育所需的条件是什么? 早期胚胎发育各阶
段的特点有哪些? 各部分细胞有何功能? 在分析科学
资料、搜集资料寻求证据的基础上开展的系列教学活
动,不仅使学生对胚胎工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度学

习,而且有效锻炼了逻辑性思维和探究能力。
3.2 主题 2:胚胎工程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和胚
胎分割等技术(第 2、 3 课时) 情境 3:研究人员已经
用保存的北方白犀牛的精子和卵细胞获得并保存了少

量胚胎。 基于该情境,教师向学生抛出关键问题 3:如
何利用保存的精子和卵细胞,获得并保存胚胎? 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通过资料查阅,了解北方白犀
牛精子和卵细胞的保存条件、体外受精所需的条件、胚
胎质量检测指标及胚胎的保存条件等,从而对胚胎工
程的主要技术———体外受精具有更深刻的认识。

情境 4:研究人员希望利用数量有限的胚胎,得到
更多的北方白犀牛个体。 教师向学生抛出关键问题
4:如何利用数量有限的胚胎,得到更多的北方白犀牛
个体? 学生通过网络资料查阅了解胚胎分割技术及胚
胎移植技术的相关知识,并根据文献分析北方白犀牛
受精卵进入子宫的最佳发育阶段。 该学习活动可有效
提升学生的信息搜集能力和分析能力。

情境 5:现存的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身体状况已
经不适合受孕。 教师向学生抛出关键问题 5:在现存
的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已经不适合受孕的客观事实

下,如何通过胚胎工程繁衍北方白犀牛? 根据胚胎移
植的生理学基础,学生通过资料查阅了解与北方白犀牛
最为接近的生物———南方白犀牛,评价南方白犀牛作为
代孕母体的可能性,从而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在
必备理论基础均已具备的基础上,教师指导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设计胚胎工程拯救北方白犀牛的具体方案。
通过方案设计,学生既可将所学的基本知识、相关概念
进行综合和应用,更是对其创新性思维的综合体现。
4 多元教学评价,聚焦高阶思维

高阶思维具有内隐性的特点,较难通过传统的纸
笔测验进行评价。 对思维能力水平的评价,常采用多
种评价方式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如课堂观察、小组
合作中的表现、成果汇报和展示等[3] 。 本单元的评价
目标、评价方式及评价主体如表 2。
5 单元整体教学反思

指向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单元教学,以解决问题
为指向,带领学生从整体出发,根据实际教学所需对单
元内容进行重构和整合,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性学习,
从而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和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 本
单元教学设计以“拯救北方白犀牛”这一现实问题为
切入点,构建了“一境到底”的大情境,以关键问题为
着力点,通过教学活动的引领,实现了生物学重要概念
的形成和高阶思维能力发展的教学目标。

高阶思维能力所处水平较难测评,本单元教学所
采用的多元评价方式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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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境探究的“真菌一一一酵母菌”教学设计
王 倩 成海迪 (上海宝山区世外学校 上海 201906)

摘 要 在微生物教学中,重要的是将看不见的微生物具象化,所以创设问题情境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真菌———酵母菌”教学

中,利用学生自己制作的视频材料创设问题情境,组织探究活动,通过问题启发、辩证思考、分析探究、信息检索等方法,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和核心素养。

关键词 情境创设 探究思维 酵母菌 初中生物学

Teaching designfor“Fungi-Yeast” basedonreal-lifesituations
WANGQian, CHENGHaidi

(ShanghaiBaoshan World Foreign LanguageSchool, Shanghai201906, China)

Abstract In teachingmicrobiology, itisimportanttovisualizeinvisiblemicroorganisms, soitisveryimportantto
createreal-lifesituations.In teachingthesection of“Fungi-Yeast”, weencouragestudentstousethevideomaterials
madebythemselvestocreatereal-lifesituationsand organizeinquiryactivities.Through themethodsofinspiringwith
questions, dialecticalthinking, analysisand inquirie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weaimtocultivatestudents'scientific
thinkingand coreliteracy.

Keywords creatingsituations; inquirythinking; yeast; juniorhigh schoolbiology

1 教学内容分析及设计思路
本节课是沪教版生命科学第 4 章第 3 节第 1 课

时,属于《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
“生物多样性”的学习主题,内容要求是“2.3.3 真菌是
单细胞或多细胞生物,有成形的细胞核”。 本节课是教
材“微生物”这一节的开篇课时,需要学生从形态结
构、营养方式、繁殖方式等方面了解微生物的一大类
群———真菌中的酵母菌,并由此建立起对微生物的宏
观认识。 微生物是继植物、动物两大类群以后学习的
第三大类群,需要引导学生由宏观到微观,逐步认识身

边的生物类群,理解微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与人类、自然
的关系,为后续学习其他微生物类群以及生态系统奠
定基础。 教学中,从学生假期视频作业“微生物系列”
入手,与实际生活高度结合,通过对视频内容的解读,
将真菌的一系列特点贯穿进去,从一个未知者视角去
发现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培养
学生提取信息、逻辑推理和归纳总结的能力,提高核心
素养。
2 教学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及学业质量
■■■■■■■■■■■■■■■■■■■■■■■■■■■■■■■■■■■■■■■■■■■■■■

表 2 “胚胎工程”评价目标、评价方式及评价主体

序号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主体

1 分析有关胚胎工程的科学资料,构建胚胎工程的基本操作流程,促进逻
辑性思维的发展,强化结构与功能观。 课堂观察 学生、教师

2
运用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等科学方法,明确胚胎工程包括的主要技术
及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操作步骤,提升理性思维水平,用生命观念更好
地认识生物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小组合作

学生报告单
学生、教师

3 通过小组合作进行资料查阅、信息搜集、方案设计,增强学习体验,发展
创造性思维,提升“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会责任。

小组合作

方案汇报
学生、教师

的高阶思维能力现状。 后期,可进一步研究教学评价
的科学性和多元化,落实教 学 评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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