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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有效的教学设计能力是教师教学智慧与教学个性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新教改教育理念"为了每位学生的发

展#能否被贯彻到基础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基础$ 以师范教育生物科学专业学生教学设计能力的培养为研究对象!探讨高

中生物课堂教学中适合于不同教学内容的如紧扣生活讨论型&现实情境创设型&主线问题探讨型&已有知识衍生型&核心

概念引领型&经典实验推进型等 & 种教学类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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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教学

改革拉开了序幕#新教改回归教育本质的问题#以)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总体目标#革新传统教育观

念#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发挥主体意识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问题& 以生物学为例#教材以崭新的模块

教学形式呈现#无论在栏目设置还是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都突破了以往以学科为中心的思维框架#在传播

生物科学事实和概念的基础上#突出强调生物科学的探究过程#全面的体现了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三维一体的课程功能#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基础教育模式& 但新教改理念能否被贯彻

到基础教育日常教学中去#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毋容置疑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作用是巨大的& 如何最

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作用#使教师成为教学方案的开发者%新教育理念的灌输者和教学目标的执行者#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新教育理念下教育教学研究的焦点问题'%(

& 教学设计是一个系统设计

并实现学习目标的过程#它遵循教学效果最优化原则#在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连

接教师与学生%课程与教学的复杂工作& 有效的教学设计需要教师完成多个分解工作并具备多项技能#

是教师教学个性化的体现#也是组成教师有效教学能力的基础'#(

& 新一轮的教育教学改革将教师具有

正确的教学设计观念%掌握综合的教学设计方法%具备较强的教学设计能力作为教师胜任工作的重要前

提和基本素质#认为一个只精通本学科知识但缺乏教学设计能力的教师是教学学术能力较低的人'+(

&

纵观高中生物课程教学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事实性%概念性%原理性%操作技能性%方法性%情感价值观等

几个知识类型组成#针对不同内容的知识#如果主要以教学效果作为标准来评价#就会发现#基于高中学

生的智力水平与认知能力#教学设计应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是有章可循的& 下文是笔者在分析课

程标准%教材与学生的基础上#针对新教改下高中生物 & 个模块的教材中不同内容进行的教学设计类型

探索&

%5紧扣生活讨论型

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我国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即课程理念之一#引导学生在

现实生活的背景中学习生物学#倡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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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习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使学生的学习便于理解且具有实用性#能增强学生学习生物学的

兴趣与热情& 以)细胞的衰老和凋亡*为例#紧扣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启发引导学生讨论是该内容教学设

计的主要特征& 以图像的形式展示了一个人从胎儿到死亡前的重要阶段图#提出了人如此变化的根本

原因#引导学生讨论#得出正常细胞的生命历程线路#细胞的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同时得出细胞的衰老与

个体的衰老一样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 以个体生命历程不可避免的遭受损伤为类比#引导学生讨论理

解细胞的坏死& 以个体生命的意外死亡和自杀行为来类比讨论细胞的死亡和凋亡& 最终得出细胞的凋

亡是受基因控制的一种细胞主动死亡现象#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对环境适应形成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属于

细胞生活史中的正常现象& 此类教学设计始终紧密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启发引导学生思考讨论#设计

以教学的具体内容为契机#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同时体现了基础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

#5现实情境创设型

情境教学是依赖视频%画面或语言等媒介营造一种现实景象#促使学生产生一种投入情景的特有心

理氛围#以激起学生学习情绪的教学方法& 实践表明!此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自主学

习和自主探究的能力#使教与学和谐统一#是新课改所倡导的一种教学方式& 如)生物种群的特征*课

程内容专业性强且概念多#如按常规的讲授法进行#学生会觉得枯燥乏味#教学效果较低& 教学中我们

依据学生熟悉的现实事例设计场景#试图将学生带入情景#激发兴奋性#产生共鸣& 教学设计以视频情

景展示配合教师讲解与提问的方式进行#如将海洋生物沙丁鱼群落与草原狮群比较#引出种群个体数目

的密集程度#理解种群的密度概念#展示大象种群的生活#引出性别比例及年龄结构#观看藏羚羊的出生

及人为猎杀的场景#探讨出生率%死亡率的概念#以春运的情景分析迁出与迁入的概念& 但此类教学设

计中要注重视频资料典型性与精美清晰度的筛选#播放%解说及提问时间的恰当安排#在创设的教学情

境中引导学生理解概念& 如此的教学设计将过于专业的大量概念融入视觉听觉与思考中#实践中会取

得出乎意料的教学效果&

+5主线问题探讨型

以问题为主线的探讨型教学设计会在生物学教育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拉马克与达尔文的

生物进化理论是学生比较熟悉的内容#而)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在高中生物模块教学中是比较抽象的内

容#因为该阶段的学生还没有足够的遗传学与生态学的知识#如果直接进入该课程的学习会使授课内容

过于专业且难度过深#从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接收#致使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处于表面而浅显的

状态& 通过现实教学中对该课程不同教学设计授课效果的比较发现#主线问题探讨型的教学设计在该

内容的教学中会获得更佳的效果&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是在拉马克与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基础上伴随着现代遗传学与生态学发展形

成的#因此#以此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找出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的不完善之处#提出问题#再将这些问题设

计整理形成问题主线#如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个体还是种群#什么是基因库与基因频率#没有发生在

基因水平的变化会遗传吗#生物进化的原材料是什么#谁来决定发生了变化的基因在种群中被保留下

来#等等& 教学中如果将这些主线问题探讨清楚了#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知识要点就会自然生成&

以问题为主线的探讨型教学设计通过对教学内容设计的主线问题的讨论#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引

导学生提出质疑#形成问题主线& 此类教学设计中#教师要营造出一种宽松包容的学习环境#创造有利

于问题探讨的课堂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占位比*和)发言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此会使深难枯燥的生物教学内容变得简单#易于学生学习&

35已有知识衍生型

紧密联系学生已掌握的知识点#引导学生在对已有知识理解与分析的基础上将新的知识点渗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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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称为已有知识衍生型& )细胞的减数分裂*是高中生物模块教学中较为专业和抽象的内容#是连接

生物的生长发育与遗传繁殖等知识的衔接点#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重要的考点& 通常本节课教学

大多学生的感受是枯燥晦涩#教学效果不佳#教学设计如果紧密联系有丝分裂#以之为切入点#将有丝分

裂与减数分裂结合起来#可以降低知识点本身的难度#同时将学生带入对已有知识的回忆与延伸中#激

发学生积极思考%活跃参与& 但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针对学生的特征在已有知识与新知识点间架设什

么方式的联系桥梁至关重要#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也能充分考究教师本身的职业素养与教学技能&

,5核心概念引领型

生物学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规律之上的对生物学核心问题认识和理解的构建#属于

上位学习#它在归纳推理的过程中进行#或者是在当呈现的材料要以归纳的方式组织时进行的#需要大

脑不断地抽提和超越原有的认知水平#是需要长时间多角度的学习才能形成的认识& 虽然教材中的每

一自然节中通常没有核心概念#只有重要的概念%原理%规律和事实等核心知识#但它们都为核心概念的

构建服务#在核心概念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梳理核心概念的支撑点#这种教学设计更适合于单元或章

节内容复习&

)<>7是主要的遗传物质*#是高中生物模块二+遗传与变异,中主要的核心概念#对本模块整个教

学内容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该部分的教学由大量的一般概念和众多的生物学事实构成& 如果教学设

计方式欠佳#那么整个授课容易陷入紊乱#从而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的混乱#增加学生理解与记忆的

难度& 教学设计可以核心概念作为引领#将整章或整单元主要内容链接成整体#引导学生得出与之有关

的基础概念#如核酸%染色体%<>7%基因等#再启发引导学生回归到与这些一般概念相关的生物学事实

中& 如此使教学始终围绕着)<>7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这一核心概念#将一般概念逐个引出#配合恰当

的生物学事实进行#避免了教学中不必要的引申与难度#使教学有一条明晰的主线#精炼而精准&

&5经典实验推进型

作为自然科学基础之一的生物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在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经典实

验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且无可取代& 光合作用是基础的生物学知识#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知识点#对于学

生构建自然科学基本素养关系重大& )光合作用所需条件与产物*这节内容#主要由一些化学反应构

成#教学设计中应注重经典实验与虚拟仿真实验的演示& 如光合作用中的光照%水分%二氧化碳%氧气%

淀粉等条件和产物的呈现#设计合理恰当的经典实验#由这些直观实验将课程贯穿起来#逐渐推进步步

深入#引导学生在实验的基础上形成对光合作用的深刻理解&

由于个人本身在认识%知识%经验等方面的有限性#同时受教学系统复杂性特征的制约#所以教师进

行的教学设计本身是有限的'3(

& 因此教师教学设计应建立在对教学活动特点%规律深刻而全面认识的

基础上#不追求最好#但求合乎规律#适合特有的教学现实#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这种针对不同教学

内容进行的教学设计#对于提高教学设计质量%促进教师个性化的专业发展%提升教学效果#都具有重要

意义&

参考文献!

(%) 杨炎轩*论新课程改革中教师教学态度的转变(9)*教育理论与实践!#$$&,+-%+" 43%*

(#) 李芒*论教学设计学研究的十个方向(9)*电化教育研究!#$$3,%%-%#$ 4#,*

(+) ?)CVP(0O<!9B/1P(0@:*7=NAH)')CI0P)(0BAJ(A)PH)/7VVE(B/Q H(FB/NAHSOI0IRBA(M)--<*@*@QIIAIEW7PP(/)BHIP*

U0QB0/)0XLB/NAHS/BEIIEP%?HEBHIX)IPL(EEI0IRBA*?B0 FEB0/)P/(%9(PPIS4;BPP!%""$%&& 4%!2*

(3) 张润芝*有关教学设计技术理性的思考(9)*中国电化教育!#$$2,3-%%# 4%,*

!责任编校5谢宜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