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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生物学单元教学
设计的实践与思考

●刘书军

　　

[摘要]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更强调超越具体的、孤立的知识点的教学,追求整体性的目标.本文阐

述了初中生物学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在区域教研中开展的路径、问题和解决的策略.通过教学实

践和研究,使学生在单元活动过程中亲身体验、积极参与,完成挑战性任务,以此获得重要的思考方法和必备

品格.在这个过程中,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根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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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２２版)》中提出的课程

基本理念为：“核心素养为宗旨、课程设计重衔接、

学习主题为框架、内容聚焦大概念、教学过程重实践、学业

评价促发展”。 这与“深度学习”的教学改进理论十分

契合。

开展区域教研下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生物学单元

教学设计”路径

(一)带领学科教师学习理解相关理论知识

第一步是通过调研问卷形式，调研学科教师对“深度学

习”理论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如图１所示。 通过调研发

现，学科教师对“深度学习”相关理论并不是很了解，因此

引领教师进行理论学习是做好实践的关键。

图１　对深度学习理论的了解程度调研

第二步是设计研修活动帮助学科教师尽快理解“深度学

习”的相关理论，并反思自己的教学方式。 在此过程中，

教师可以阅读刘月霞和郭华的著作《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

养》，尝试自己消化理解，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分享读书体会

和感悟，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中的亮点和不足。 此外，还

可以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引导教师进一步深入理解

“深度学习”的内涵和实践方法。 通过专家答疑的形式解

决教师不能理解的相关问题。 收集学科教师的问题，通过

主题沙龙式研修活动，笔者和课题组核心团队成员进行了答

疑解惑。 通过一个轮次的理论学习，使教师逐渐理解“深

度学习”概念和特征。 深度学习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

要途径，深度学习可以通过单元教学实现。 教师要发挥指

导作用，为下一步实践做好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步是通过理论学习进行再调研，悉知教师对“基于

深度学习单元教学设计”的理论层面的理解，并且了解教师

在平时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教师调研结果来看，进

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实践有了一定的基础。

比如，很多教师在以往的教学设计中，已经能够引导学生在

真实情境中解决生物学问题，能够设计有思考价值、有意义

的问题或活动，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表达和质疑，

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探讨生物学问题。 但也有部分教师

对深度学习的理论理解还不够深入，对“基于深度学习的单

元教学设计”的实践路径不够清晰。 部分教师对“基于深

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教学目标的确定、单元导航图的

设计、教学情境的选择、各课时的问题设计和活动设计的策

略、作业设计的有效性等问题还不够明确。

(二)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初步的实践探索

１．申请市级课题，明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

笔者认为“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课题值得

研究和实践，于是在２０２１年申报了市级课题，在课题的引

领下进行实践和研究。 课题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促进学生的

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实现深度学习。“基于深度学习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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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物学单元教学设计”，在教师的引领下使学生围绕具有

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

展。 课题主要的研究任务包括：(１)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

学设计实施的流程和指导意见；(２)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

学设计的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目标的设计；(３)基于深度学

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情景选择策略；(４)基于深度学习的单

元教学设计的单元导航图的设计策略；(５)基于深度学习的

单元教学设计课时问题、活动设计策略；(６)基于深度学习

的单元教学设计的作业设计策略。

２．成立“种子团队”，建设区域初中生物教研共同体

目标和任务确定后，笔者根据区域教师专业素养和年龄

结构的特点，成立了种子团队，建设初中生物区域教研共同

体，基本模式如图２所示。

图２　初中生物区域教研共同体基本模式

３．“种子团队”的示范备课流程和指导意见

通过种子团队和基地校教师的充分实践展示，以及区域

教研活动的研讨交流，出台了本区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

教学设计”的备课流程和指导意见，如图３所示。

图３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备课流程

４．推广研究实践研究成果

在推出备课流程和指导意见的前提下，开始着手进行青

年教师团队的实践与研讨活动，在活动中不断的研讨实践中

的相关问题。 比如，目标的叙写、单元导航图的设计、问

题设计的策略、作业设计的策略等，使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提

高设计水平，使区域内学生的核心素养得以发展。

(三)打造成熟案例，深化实践成果

每个主题单元都有成熟的案例与全区教师共享。 目

前，比较成熟的“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案例有２０
余个，几乎包括了四册教材的所有内容，另外复习单元的教

学设计有１０余个。 这些成熟的案例在教师研究、实践和研

讨过程中逐渐的完善。 例如，某教师设计的单元“米”，设

计了贴近生活与生产实践的教学情境，在情境中让学生通过

对相关信息的提取与理解，并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

际问题，以体现“在用中学”的基本思路，如图４所示。

图４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案例

在深度学习的理论支撑下，修订了区域编辑的导学案，

深化实践成果。 在“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理

论指导下，全面修改两个年级四册导学案，发展全区生物教

师进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实践能力。 导学案

突出情境设计和问题设计，检测评价内容依据《义务教育生

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２２版)》，选择新情境的试题，使学生能够

体会在新情境下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使导学案的使用成

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途径之一。

(四)全区推广实践，再研讨、再改进

每位任课教师都能熟练进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

计的实践，使初中生物的课堂成为触及学生心灵的、愿意主

动参与、积极投入、学有所获的课堂。

(五)通过考试评价引导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如何指导教师的教学是否按照要求进行？ 如何了解学

生是否真的学会了生物学知识？ 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考

试评价。 每个学期笔者都会下载大量的与生物学科相关的

科研论文，结合我区学生的学情和教学要求改编成期末试

题。 非选择题的试题都选择新的情境，并且力求与学生的

生活密切相关。 例如，密云白河河道中的“生态浮岛”的

设计与密云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笔者利用这个情境

设计与“生物与环境”这个单元相关的试题。 学生通过阅

读题干信息、分析相关科研数据，在用生物学知识解决问题

的同时，增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为家乡的环境建设出谋划策。



教学实践　　Jiaoxue Shijian

１１４　　　　 前卫 　２０２４．５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实践中发现的问题

及解决策略

(一)单元主题不能打破章节界限

目前区域进行的单元主题大都是根据教材的章节的内

容，还不能够打破章节的界限，进行凸显知识结构化的主题

设计。 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沙

龙式的研修活动，利用“种子团队”效应，带领教师进行知

识结构化的主题设计。 通过分享交流使教师们开阔思路，

掌握方法。

(二)单元目标的确定和叙写固化

通过研究课、视导等发现，大多数教师对单元的教学目

标和课时目标的确定和叙写，还在延续２０１１版课标的要

求。 明确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教学活

动的灵魂、是教学活动得以开展的依据。 而基于深度学习

的单元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应该把教学内容和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统一起来，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发展。

对此，笔者在组织教师对２０２２版课标进行深入学习的

同时，还组织了一批青年教师专门进行目标确定和叙写的研

究。 首先，把青年教师分成不同的单元组，通过任务驱动

的形式，让每组教师试着写出自己认领的单元及各课时的教

学目标，发布到云平台进行初期的研讨交流，在研讨和交流

后教师第一次修改。 其次，第一次修改后笔者组织承担相

同单元的教师进行研修活动，进行再一次的小组内交流研

讨。 再次，笔者对教师的教学目标进行评议和具体指导，

教师进行第二次的修改。 最后，在全区组织的研修活动

中，参与目标叙写的教师展示自己的目标成果，与教师分享

整个过程，从而引领区域内的教师提升教学目标的确定和叙

写能力。

(三)单元各课时之间活动设计和问题设计没有价值

单元课时之间的活动设计和问题设计是基于深度学习的

单元教学设计的重中之重，是学生是否能够真正的进行深度

学习的关键之所在。 但是大部分教师没有足够的重视，所

以在平时听课的过程中很多教师的问题设计过于琐碎，没有

挑战性。 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依旧是成立研究团队。 团队

中的教师首先展示自己的单元设计中的问题设计和活动设

计，并说明这样设计的原因，然后组织教师进行研讨：如果

是你的话，如何进行活动设计和问题设计？ 在主讲教师的

引导下，教师尝试进行设计。 通过几个轮次的活动，大多

数教师明确了活动设计和问题设计是引导学生学习愿望的重

要载体，是启发学生质疑、批判、深入思考的重要路径，也

是教师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四)评价的多元化不够，作业设计比较单一

以往教师的评价仅限于作业的设计，看学生是否会做或

是否做到，没有通过评价的多元化来关注学生是否真正地学

会了，并且会用生物学知识解决情境中的实践问题。 因此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主要是通过专题讲座和研究课的形式对

教师进行专业的引领。 首先，笔者为教师做了“开展持续

性评价的意义”“如何开展持续性评价”的系列专题讲座。

通过讲座，使教师明确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评价的策略

和方法，并能够将评价的结果应用于指导学生的学习和教师

教学的改进。 关于作业设计单一性的问题借助于“北京市

作业设计”的活动，通过云平台推出精品作业设计给教师做

示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的实践还在进行中，比

如，单元主题的确定如何更贴近学生的认知、单元目标的确

定如何更贴近学科核心素养、单元各课时之间活动设计和问

题设计如何关联性更强等。 期待通过研究实现教师的专业

成长，同时也使学生在生物课堂上有所收获。

结束语

落实立德树人的任务要依靠广大教师的实践与引领。

在区域教研中，需要引导学科教师进行基于深度学习的单元

教学设计，转变教与学的方式，从而培养和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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