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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生生物核心素养的养成，是建立在深度学习基础之上的，情境化的教学方法是实

现深度学习切实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本文主要探讨如何以情境吸引学生的关注焦点，激发其

学习动力，增加投入程度，改善学生记忆方式，整合知识体系，加深学生自我反思，提升思维

层次，培养知识迁移能力从而达成深度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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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biological core literacy i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he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method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technical means to realize deep learning.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situation to attract students’ attention,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increase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improve students’ memory mode, integrate knowledge
system, so as to deepen students’ self-reflection, enhance the level of thinking, and cultivate knowledge
transfer ability to achieve deep learn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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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学作为一门具有丰富知识体系的基础学科，着眼于

生命本身，研究其现象与活动规律，随着社会、经济与信息

工程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结合越发紧密。在学习

过程中，需要学生以严谨的科学思维，依靠真实的生物学证

据，在观察、分析、合作和实践后，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思

路，并能够以此解决现实问题，形成核心素养[1]。而培养学

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往往建立在学生的深度学习基础上[2]。

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有限，活动参与度有限，

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过于依赖教师，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3]。

一、深度学习旨在理解、关联和解决问题

深度学习相较于浅层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更

高阶的思维层次看待问题，知识记忆时可摒弃以往的机械性

记忆方式，结合已掌握的知识与之建立联系并加以理解，能

够做到从批判的角度看待问题，加以反思[4]。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通过情境化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

学生的关注焦点，汇聚在本节课的核心概念上，学生出于自

身兴趣，主动学习，而不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在学习过程

中的思考、讨论、合作等活动也会更积极，并且在此过程中

所学的知识，在其他情境中的应用也会更灵活。教师在引导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时，要事先对教学要点问题深化研究，对

学生的知识能力水平预先评估，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更充分的

激活学生的先期知识，与接下来学习的新知识建有效联结，

最后充分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能够将建立好的知识体系充

分分析同化，综合应用[5]。

二、紧扣深度学习的情境教学实施原则

（一）以教学重难点为框架设置情境

高中生物知识点多且杂，若将每一个知识点分别进行情

境设计，一节课的课堂时间比较有限，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掌

握程度受限。而且现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工具书，知识点笔

记等教辅材料，将高中阶段绝大多数的知识点整理在一起，

学生过度依赖这些教辅材料，导致课堂上乃至整个学习过程

中缺乏独立批判性思考、联想记忆的过程，最终体现在解决

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欠缺[6]。所以教师在设计情境的时候，需

着眼于教材，根据教材和新课程标准，围绕本节课的教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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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以能够吸引学生的方式设计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索

与思考[3]。对于一些较为复杂，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教师将

学生带入一个情境后，可以据此核心情境进行延伸，提出一

些与之相关的问题、故事和应用场景等子情境，通过有强关

联性的情境之间的嵌套，引导学生探索思考，化浅层的被动

学习，为深度主动学习，提升学习效率。

（二）以创新精神为指导设计情境

学生在进行深度学习时，所关注的焦点通常高度集中在

知识的核心内容上，对即将学到的相关知识兴趣浓厚，以此

为学习动机，往往能主动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依靠一些新颖

的，时效性强的科学或社会热点话题，会更容易引起学生的

关注，促使学生主动讨论探究，但教师在设计情境时，要注

意情境理解的难易程度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过于新颖前

沿的科学问题，学生理解吃力，反而会起到反效果。创新情

境设计除了热点科学问题之外，还可以对情境的形式以及活

动过程进行创新，最终目的都是吸引学生的关注焦点，提升

教学效果。比如根据课程内容加以设计，构建一个虚拟故事，

让学生充当故事中的角色，增加学生的代入感及学习的投入

程度，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与讨论，在情境中建立知识体系并

学会应用，使学生具有相应的知识迁移能力。

（三）以学生活动为主体演绎情境

传统的教学模式过度依赖于教师，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

较少，并且参与程度有限，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明

显，有时虽然教师采用的是多媒体教学，但是新的教学工具

依旧是在陈旧的教学模式下发挥作用，并没有使学生积极地

行动起来。教师在教学时进行知识灌输与过量特化技能训练，

往往会使学生对于解决问题的固定步骤过于关注，将科学问

题标准化。教师可利用情境，将学生代入故事，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与灵活运用相关知识的能力。在活动中，以学生为主

体提出问题，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思考后，教师从旁进行概念

的辅助解读，以学生为核心探讨问题的解决办法，激励同学

之间讨论互助，对于思路偏移的同学及时斧正。当学生取得

思路或进展时予以肯定，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习动力。

三、促进深度学习的情境实施策略

（一）实验情境

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新课程改革的指

导下，面对某种科学现象，学生是否具备诸如提出问题、合

理假设与讨论分析等能力，成为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主要考察

目标[7]，对于一些经典的科学实验，学生对教师口头上娓娓

道来的知识，远不及学生亲身实践掌握的更加深刻。实验情

境中，教师应当保证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放权给学生，给学

生动手、动脑的的空间。

高中阶段，生物课时普遍较为紧张，所以在开始实验之

前，要让学生做好预习，对实验原理有初步的理解。教师引

导学生根据实验类型做好规划，材料准备及相关预实验，在

此过程中，学生会逐步发现实验中可能出现的状况和误差，

在开始实验后加以注意。实验过程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参

与实验，教师进行帮助指导，但要注意不要接替学生进行实

验操作，要给学生犯错的机会，对学生实验操作中不当之处

进行指正，并且引导学生加以修正，给学生改错的机会，让

学生切身体会到科学探究的过程。在实验完成之后，组织学

生进行小组总结，实验成功的小组将所验证的假设或得出的

结论与大家分享，实验失败的小组将所遇到的问题分享出来，

与其他同学探讨解决方法。

对于一些相对复杂，或者材料仪器相对危险的实验，教

师可以采用构建虚拟实验情境的方式进行讲授，通过相关模

拟软件与学生进行双向交互，或者将实验的相关视频，以教

学重难点为框架在关键操作处进行剪辑，学生在观看对应部

分视频时，引导学生带入操作者的第一视角，对实验过程进

行分析，使学生感受学术氛围，摆脱依赖，学会像科学家一

样思考问题，在加深理解的同时，能够基于深度学习使知识

在实践中进行迁移。

（二）问题情境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过程中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概念的

转换[8]”，即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新知识与旧知识进行交互形

成联系的过程。对于一些与学生早先学过的知识关联性较大

或与学生日常生活贴合度比较高的课程内容，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自身的生活实践经历，

设计一些存在相关联系的问题[9]。高中生比较倾向于依靠类

比的方式借助已有经验解决相关问题[10]，教师可根据学生的

这一习惯，唤起学生记忆中的旧知识，在通过恰当的现实案

例或实验操作，引出本节课所涉及到的新知识。在问题情境

成功搭建之后，教师可抛出在难度上循序渐进的问题进行引

导探究[11]，设置小组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存在的疑惑，

引导学生进行交流互动[12]，教师在必要的时候为学生提供与

之相关的知识支持。在此过程中，辅助学生建立深度学习所

必需的知识体系，并且锻炼了学生对已掌握知识的迁移能力。

以问题作为情境驱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教师所设计的

问题除了要为本节课的核心内容与重难点服务之外，还要注

意所设计的问题要符合以下两点内容：一是相关问题要符合

学生的认知水平，要根据班级学生的整体能力设置统一的问

题与活动，同时还要设置一些不同难度梯度的问题分配给逻

辑思维能力不同的学生群体去解决[13]，教师设计问题时要先

进行自我设问，设想以学生的视角该如何去解决问题，保证

每位同学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二是教师创设情境时所涉及

的问题间，不应该存在明显的割裂感，要根据本节课的核心

知识进行构建，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问题与结论有联系，

有递进，在激发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同时又能够形成完整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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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框架，学生在课后进行总结与反思的时候，能够将课上所

涉及的内容相互串联起来形成知识体系，学生深度学习的成

果由此体现。

（三）故事情境

在新课程标准的倡导下，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

的生物学素养，学生要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积极健康的生物学

习习惯，使学生达成以兴趣为主观驱动力的具有清晰知识体

系，灵活迁移能力的深度学习目标[14]。在教师教学过程中所

创设的众多情境类型中，故事情境对学生的吸引力尤为强烈

[15]，教师进行故事情境创设时，通常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进

行：

第一种方式是将学生以第三人称视角引入故事情境，如

教师在讲解孟德尔遗传定律时，可以先向学生介绍孟德尔的

生平，将学生代入对应的时代背景。孟德尔作为一名传教士，

最终却提出沿用至今的遗传学定律，辅以教师生动幽默的语

言，这必然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学生就会在接下来的课

堂活动中主动揣摩孟德尔在实验过程中的科学思维，对于接

下来的概念理解程度与学习的效果都会有所提升。

而另一种方式是将学生以第一人称视角代入故事情境，

高中生物有时会在一节课中引入较多的名词，如在讲授特异

性免疫依靠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对特定病原体进行免疫应

答这部分内容时，学生往往会弄不清其中各种细胞间的关系

与作用。教师可以将参与免疫的各种细胞拟人化，把每种细

胞对应的功能和与其他细胞间的联系文本化，设计成剧本，

并交由不同的小组安排同学们扮演细胞，当病原体作为外敌

入侵时，机体必须做出反应，此时单凭一种细胞的力量不足

以应对病原体的侵入，促使扮演不同种类细胞的同学们交流

自身细胞的功能，哪些细胞可以关联合作，共同抵御病原体

的侵害。同学们在参与角色扮演的故事之中，通过交流讨论，

将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的过程中，各个组成成分的结构与所

发挥的作用梳理清楚，知识点之间关系越错综复杂，学生探

索的欲望越强烈，成功解决问题时收获的成就感也越强烈。

这一情境设计，源自目前在学生群体中比较受欢迎的剧本杀

游戏模式，在此类新奇的故事情境引导下，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得到大幅提高，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得到锻炼，并且可

将相关信息结构化融入自身知识体系，在交流讨论中提升思

维层次，在此基础上将知识迁移并运用在实际问题中去，达

成深度学习目标，提升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四、总结与讨论

在深度学习的视域下的情境教学，教师要注重核心素养

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培养学生问题看待问题的方式，

将采集的信息深化融入原有知识结构中的能力以及能够将

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力。教师在开展情境教学活动时，

首先应明确情境和深度学习的主体地位，情境服务于深度学

习，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技术手段，不宜喧宾夺主。同时，深

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要遵循整体性原则，教师在借助多媒体

工具创设情境时也需要依靠结构化特性较强的板书辅助学

生对知识和逻辑进行同步梳理。并且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以

俯瞰视角把控课堂教学的全局，对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对

教师的专业水平也是一项考验，随着情境教学在高中生物课

堂中的开展实施，学生在实现深度学习的同时，对教师而言

也是一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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