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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7E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能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将7E教学模式

应用到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以期培养学生的营养健康意识,改善学生的营养健康行为习

惯。文章以“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为例,详细探讨了如何应用7E教学模式促进营养健康教育的渗透。

结果发现,应用7E教学模式在课堂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能提高学生对营养健康知识的内化程度和迁移

能力,渗透效果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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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7E teaching mode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tudents and can guide students 

to think activel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7E teaching model to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permeate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and improve students' 

nutri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habits. Taking "sugars and lipids in cells"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discusses in detail 

how to apply the 7E teaching model to promote the penetrat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7E teaching model to infiltrat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can improve 

students' internalization and mobility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and the penetra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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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青少年的营养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就暴露出了

高中生在营养健康素养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所以在生物学中渗

透营养健康教育意义重大[1]。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式7E教学模

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探究学习,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帮助教师更好地在生物学课堂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 

1 7E教学模式的适用性 

1.1契合生物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中提出了以下基本理念：核心素养为宗旨、内容

聚焦大概念、教学过程重实践、学业评价促发展[2]。7E教学模

式是一种基于知识发展的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性学习模式[3]。

该理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而教学,

将学生作为学习的中心,注重实践性与探究性[4]。7E教学模式的

“参与、探究、解释、评价”环节都是以学生活动为主,各个环

节紧密相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开展探究学习。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生物学课堂中的参与度很低,

难以理解概念的逻辑性,被迫以背诵的形式死记生物学概念[5]。

然而生物学概念及其核心素养不是通过教师的语言相授和学生

的死记硬背就能形成的,这需要学生自身的主动建构和积极探

索。7E教学模式就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从一开始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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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再到参与环节,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主

动探究, 终使概念深化,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得到提升,形成了正确价值观,发展

了核心素养。 

7E教学模式中的评价环节中不仅仅只注重结果,而是坚持发

展为本、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元化等原则,努力实现课程

标准中学业评价促发展的基本理念。教师通过评价环节,可以了解

学生的收获与不足,以便后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对教学风格和进

度做出适当的调整,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和提高教学质量。综上,

该教学模式的教育理念契合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1.2促进营养健康教育在高中生物学课堂中的渗透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是一项科学性、实

践性很强的教育工作[6],需要“7E”这种重视学生参与度的教学

模式。高中生的营养健康意识与营养健康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意识对其行为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只有当高中生意识

到自己的营养需求和健康风险,才会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饮食

和生活习惯,提高营养健康水平。7E教学模式中激发、参与、探

究、解释、精致环节有助于学生构建营养健康概念,从而形成正

确的营养健康意识,评价和延伸环节则强化了学生的营养健康

行为。7个环节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在激发环节,教师可以引入热点案例,激发学生对营养健康

知识的兴趣；在参与环节,教师可以创设与生活相关的情境,并

提出问题,让学生进入到情境中,联系生活经验,动手或动脑思

考,为接下来的探究活动做好准备[7]；在探究环节,学生可以通

过小组合作、查阅资料等方式,探究不同营养物质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在解释环节,教师可以在学生探究结果的基础上向学生解

释各种营养物质的来源和作用；在精致环节,学生可以进一步了

解营养健康知识,探讨不同人群对营养需求的差异,扩展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在评价环节,教师可以设计各种形式的评估活动,

检验学生对营养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 后的延伸环节,可以让

学生分析案例或实际生活中的情境,应用所学的营养健康知识

去解决问题。 

将7E教学模式与营养健康教育相结合,利于提高营养健康

知识渗透的科学性,更好地平衡生物学知识所包含的“科学性”

和“生活性”之间的关系[8]。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合作

探究和自主思考,对营养健康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促进了营

养健康意识的形成以及良好营养健康行为习惯的养成,从而提

高自身的营养健康水平,保证身心健康发展。 

2 基于 7E 教学模式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根据课程标准的要

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运用各种教育理念和教学策略系统化安

排教学活动的过程[9]。教学设计能让课堂中的教学环节联系紧

凑,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现以《细胞中的

糖类和脂质》一节为例,进行具体教学设计： 

2.1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选自人教版普通高中生物学教材必修一《分子与

细胞》第2章“组成细胞的分子”第3节。本节内容包括细胞中

的糖类和细胞中的脂质两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了糖类和脂质的

种类及作用。本节知识与学生的健康密切联系,如血糖、肥胖等,

在教学中可以有针对性的融入营养健康教育,联系实际生活创

设情境,引发学生思考与探究,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营养健康知识,

培养学生健康生活的意识,使学生认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并

主动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的理念。 

2.2教学目标 

课程标准对本节的要求是:概述糖类有多种类型；它们既是

细胞的重要结构成分,又是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举例说出

不同种类的脂质对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有重要作用。对应的学业

要求是：从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视角,解释糖类和脂质分子参与

组成细胞的结构,是细胞执行各项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知道糖类

是细胞内的主要能源物质。结合课程标准,制定了如下教学目标： 

(1)举例说出糖类和脂质的种类和作用,阐明糖类既是细胞

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又是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脂质则是

细胞中重要的化合物。(生命观念)。(2)通过讨论家禽育肥的问

题,能说出糖类和脂质相互转化的过程及特点。(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3)关注糖类、脂肪等的过量摄入对健康的影响,正确看

待脂肪的两面性。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改进自己饮食习

惯的同时,向他人宣传健康饮食的观念,成为健康中国的促进者

和实践者。(社会责任) 

2.3教学过程 

2.3.1激发。教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无糖饮料和普通饮料,

并提问学生：我手上有一杯普通饮料和一杯无糖饮料,这两杯饮料

在外观和气味上都没有区别,你们有什么办法帮我区分出来吗？ 

设计意图：创设贴近生活的问题情境,能活跃课堂气氛,吸

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欲望。 

2.3.2参与。教师提问：有同学说从味道上来区分,这种方

法行得通吗？请一位同学上来验证一下。 

学生验证完后发现,两种饮料都有甜味,从味道上是无法区

分的。根据这个现象,教师解释无糖饮料并不是没有甜味的,仅

从味道上是无法区分这两种饮料。紧接着提问是不是所有糖类

都是甜的,甜的就是糖类呢？ 

学生思考并回答不是所有糖类都有甜味,甜的物质也不一

定是糖类。 

设计意图：结合所设情境提出问题,使学生参与到新知识的

学习中,动脑思考前科学概念与新知识之间的关联性,为接下来

的探究活动做好准备。  

2.3.3探究。过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糖类并不陌生,我们

几乎每天都会摄入糖类,那糖类可以分为哪些种类呢？ 

教师呈现冰糖、白砂糖、红糖面粉、香蕉、苹果、红薯淀

粉和葡萄糖溶液等物品的照片,组织如下小组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1：这些物品中分别含有哪些种类的糖类？你还知

道其他糖类吗？它们分别有什么功能呢？ 

过渡：现在这个时代以苗条为美,男孩女孩都开始减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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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脂肪真是有害无益吗？组织如下小

组探究活动： 

探究活动2：细胞中的脂质还有哪些种类？各自有什么功能? 

2.3.4解释。各小组推荐代表上台展示和汇报探究成果。

后总结出糖类按组成成分分为单糖、二糖和多糖；按功能可分

为结构糖类、供能糖类、 储能糖类；按还原性质可分为还原糖

和非还原糖。脂质分为脂肪、磷脂和固醇。脂肪是动物体内主

要的储能物质,还有保温和缓冲减压的作用；胆固醇是组成动物

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还参与血液中脂质的运输；性激素能促进人

和动物生殖器官的发育以及生殖细胞的形成；维生素D能有效地

促进人和动物肠道对钙和磷的吸收。 

教师在此基础上,向学生渗透解释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 

教师提问：生命活动离不开糖,那是否意味着摄入越多越好呢? 

学生解释：不是,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出的

“控糖”建议：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摄入不超过50g, 好

控制在25g以下。 

教师提问：那我们应该怎么保证我们能从日常饮食中获取

适当的糖类呢？ 

学生解释：主食是人体细胞获取糖类的主要来源,所以我们

要少吃精制主食如面包、白米饭,多吃粗粮,少喝奶茶、碳酸饮

料等,控制糖的摄入；还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因为它们富含纤维

素,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消化。 

教师提问：大家都知道脂肪的积累会引起肥胖,那么身体中

的脂质是不是越少越好？ 

学生解释：脂质对人体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我们要辩

证地看待体内的脂质：脂肪过多会导致肥胖等症状；在饮食中

摄入过多的胆固醇,会引起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心脑血管发病

率增加。 

教师提问：怎样从食物中合理获取脂质呢？ 

学生解释：肥肉和食用油中含有大量的脂肪,不宜食用过

多；蛋类、豆制品和坚果中富含磷脂,在饮食中可适当补充；补

钙的时候配合鱼肝油一起食用,促进身体对钙的吸收。 

设计意图：通过自主解释培养了学生的总结归纳、逻辑表

达能力。同时,在一系列问题的驱动下,学生主动思考,结合已有

经验和生活现象反思自身膳食习惯的合理性,养成健康饮食的

习惯,并向他人宣传有关的营养健康知识。 

2.3.5精致。教师播放家鸭的饲养视频,并提问：鸭每天吃

的都是一些谷物和菜叶,为什么还会长一身肥肉呢？ 

学生思考并回答：家鸭育肥是因为它体内有大量的脂肪,

但它的饲料中含有的主要是糖类,说明糖类可以转化成脂肪。 

教师补充：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转化

程度有明显差异。糖类在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可以大量转化为脂肪,

而脂肪一般只在糖类供能不足时,才会分解,而且不能大量转化为

糖类。然后提问：这对我们控制体重和减肥有什么启示呢？ 

学生回答：控制体重和减肥不仅仅是要控制对脂肪的摄入,

也要控制糖类的摄入,还要配合适当的运动。 

设计意图：通过对家鸭育肥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减肥这种热

点问题的讨论,使学生认识到糖类和脂肪相互转化的关系及其

转化程度的差异,对营养健康有进一步的认知。 

2.3.6评价。让学生用思维导图画出食物中的糖类转化成人

体细胞中糖类的过程,并组织同学之间相互评价。 

设计意图：通过制作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深

化健康饮食的意识,同时还可以检验本节课的学习效果。 

2.3.7延伸。对本节内容进行总结后,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

为自己和家人制定一份食谱,在课后与同学交流分享。 

设计意图：打破课堂的限制,将学习延伸到生活中,解决实

际问题,提高了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将营养健康付诸实际,巩

固了本节课所学的知识,也培养了社会责任。 

3 结语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一节中有较多与营养健康知识相

结合的点,本节课利用7E教学模式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同时还

促进了学生课程内容的掌握。课堂遵循了学生的主体性原则和

教师的引导性原则,提升了学生营养健康知识的储备,端正了学生

的营养健康知识态度,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营养健康行为习惯。

综上,利用7E教学模式渗透营养健康教育具有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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