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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概念转变理论的 ＰＯＥ 教学设计

3－健 （北 京师 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 院 北 京 1 0 0 8 7 5
）

摘要 ＰＯＥ 教学策略主要 由 预测
（
Ｐ

） 、 观察 （
Ｏ

）
和解释 （

Ｅ
）

3 个教学 环节 构成 。 它是基 于概

念转 变理论和人本建构 主义理论 而提 出 的 。 进行 良好的 ＰＯＥ 教 学设计和 实 施将有助 于教师探

查 学生 的 前科学概念 ，
也有助 于学 生进行概念 转变

，
进而 构建科 学概念 。 教师 应 充 分把握该 教

学策略的 内 涵 和适 用 范 围
，
以 更好地发挥其教 学价值 。

关键词 ＰＯＥ 教学策略 概念转变 人本 建构主 义 前科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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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 ， 有大量研究表 明学生在者要作 出假设 ， 并解释为什么这种假设可 能是 正

接受正式科学课程教学之前对于 自 然界 的事物和确的 ，然后再收集数据 ，并就研究结果展开讨论 ［
5

］

。

现象已经具有一定的朴素认识 （
ｎａｉｖｅｃｏｎｃｅ

ｐ
ｔｉｏｎ ） 0这种研究过程就 是科学知识 的 发 现过程 ，

ＰＯＥ 教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首先意识到并 了解学生学策略就是 以此为基础而提 出 的
，
旨在通过

“

预

已经具备哪些前科学概念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 。 为 了确测

”

、

“

观察
”

和
“

解释
”

3 个环节 的教学 ，
探查和转变

定学生 的前科学概念
，

研究人员开发 了多种教学学生的前科学概念
，
并形成科学概念 。

策略 。 例如
， 针对单个学生 的事例访谈法 （ ｉｎｔｅｒ

－ 1ＰＯＥ 教学策 略的基本 内 涵

ｖｉｅｗａｂｏｕｔ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

［
1

］ 和针对较大群体 的 纸笔测Ｐ 0 Ｅ 共包括 3 个环节 ：
预 测

（ ｐｒｅ
ｄｉｃｔ

） 、 观察

试法
（
ｗｒｉｔｔｅｎｔｅｓｔ

）

［
2 ， 3 ］

。 另
一

种策略就是适用于较大 （
ｏｂｓｅｒｖｅ

）
和解释 （

ｅｘ
ｐ
ｌａｉｎ

） 。 在教学过程 中 ，教师要

群体的
“

预测 －观察 －解释
”

（ｐｒｅｄ ｉｃｔ
－

ｏｂｓｅｒｖｅ
－

ｐｒｅ
－求学生说 出关于某一现象 的观点 ，

预测相应演示

ｄｉｃ ｔ
，
Ｐ 0Ｅ

）策略
［
4

］

。 在经典的科学研究范式 中 ，
研究实验 （或实验处理 ）或某

一装置随时间而产生 的变

ＭＭ．
Ｓｔ
ｉ．ｗｍｍｍ． n… －ｗＭ ．ｗｎｎ 从从 从 从ｗ．

果有外星的智慧生物 ，
他们对人类的 态度不

一定 4
）所有 的地球生命都来 自 同

一

个祖先
，
所 以

是友好的 。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 。 组成所有生物 的基本分子

当 然这些只 是根据地球上的 生命形式进行的都相 同 ，
所以这些

“

零件
”

可以通用 。

猜想 。这些猜想是否正确 ， 只有见到 了真正 的外星 5 ）外 星生命也是 由 周期表里面 的
一些元素构

生命才能知道 。 目前科学家的 思维方式多局限于成 的
，
也要受到这些元素性质的限制 。地球生物发

地球上 的生物
，
而地球上的生物又只是 同

一类型展 的许多基本规律 ，

对外星生物也可 能适用 。

的
，
所 以无从进行 比较 。 如果能够见到外星生命 ，主要参考文献

人类对生命现象的 理解会更加深刻 。 1ＤｅＧ ｒｅ
ｇ
ｏｒｉｏＢ ．Ｔ ．

’ＳｔｒｏｕｄＲ ．Ｍ ．

’Ｎ ｉｔｔ
ｌｅｒＲ ．Ｌ ．

？ｅｔａｌ ．
Ｖａｒ

ｉ
ｅｔ
ｙ

9 小结ｏｆｏｒ
ｇ
ａｎｉ ｃ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ｓｔａｒｄｕ ｓｔ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ｍ

ｐ
ｌ ｅｓｆｒｏｍｃｏｍｅｔ 8 ＩＰ／

1
）
组成人体的元素不 能在太阳 系 中 产生 地ＷＩＬＤ 2 4 。

1 1

1

Ｌ ｉｎａｒ ａｎｄＰｌａｎｅ
ｔ
ａｒ
ｙ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0ｍｆｅｒｅｎｅｅ

，

2 0 0 9
，

2 2 6 0 －

球生命真正的祖先是 比太 阳重很多 ： 现在 已 ‘死
2ＰａＵｌＮ＂Ｊ°ｙＣｅＧ＂

Ｆ
＂
Ａｅｎｂｏｚ

ｙ
ｍｅ ．Ｐｒｏ

－

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ｓＵＳＡ
， 2 0 0 2

， 9 9

ｂ ｊ 庄：冲 。

 （
2 0

）
：

 1 2 7 3 3
—

1 2 7 4 0 ．

2
） 在元素 周期表 的 1 0 0 多种元素 中 ，

只 有碳 3ＺａｈｅｒＨ ．Ｓ ．

，ＵｎｒａｕＰ ．Ｊ ． ．Ｓｅｌｅｃｔｉ ｏｎｏｆａｎ ｉｍ
ｐ
ｒｏｖｅｄＲＮＡ

元素能够形成复杂分子的 骨架 。 地球上的 生命是ｐ
ｏｌ
ｙ
ｍｅｒａｓｅｒｉｂｏｚｙ

ｍｅｗｉｔ
ｈ ｓｕ

ｐ
ｅ ｒｉ ｏｒ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ｆｉｄｅ ｌ

ｉｔｙ
．

以碳为基础的 。ＲＮＡ
，

2 0 0 7
，

1 3
：

1 0 1 7
—

1 0 2 6 ．

3
）
最初 的生命可能是ＲＮＡ的世界 ，

后来蛋 白
4ＭｕＵｅｒＵ ＿Ｆ ？

‘
Ｂａｒｔｅ ｌＴ ＇Ｐ ＿ ＿Ｓｕｂｓｔｒａ ｔｅ 2

＇

＂

ｈ
ｙ
ｄｒｏｘ

ｙ
ｌ
＂

ｒｅ
̄

质取代 了ｒｎａ 的大部分催化功能
，

賺取代脆ｔ

ｒｅｄ

2

ｆ

Ｌｔｒｒ7ｒ
ｌ
ｙ

＾
—— ＆ Ｂ

ｉ

＿

ｏ ｌｏ
ｇｙ ，

 2 0 0 3
，

1 0
（

9
） ：

7 9 9
—

8 0 6 ．

成为储存信息的分子 。 但是蛋白 质不能复制 自 己 。

（ Ｅ
－

ｍａｉ ｌ ： ｑ
ｉｎｓｚｈｕ＠ｙａｈｏｏ ．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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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然 后通 过观察 ，
记 录 产生 的实 际变 化 （ 即 观察验背景和实验处理

，
然后让学生预测其结果 。

结 果 ）
；
最后教 师 引导学生针对预测结果与观察结 1 ． 2

“

观察
”

环节 学生暴露其前科学概念后 ，
要

果 的不 同展开讨论 ［
6

］

。 在此过程 中
，
教师专 门设计对相关的 现象进行实际观察

，

观看并 记录实际发

的 教学活动 ，
不仅可以 让学生暴露前科学概念 ，

还生 的情况 ，
即

“

观察 （ 0 ）

”

。 该教学环节通 常 由 学生

可 以帮助其调整认知结构
，

构建科学概念 。进行实验操作 ，
或教师演示实验 ， 然后 由 学生观察

1 ． 1
“

预测
”

环节 预 测 的主要 目 的是根 据教 师和记 录实验结果 。 这一过程也常常是观察结果 与

提供的背景材料
，
针对 教师提 出 的特定问 题

，
尝试预测结果产生矛盾的过程 ，

即创造认知 冲 突 ，
这是

对情境材料 中 的现象提 出 个人预测
， 并说 明其依学生尝试概念转变的刺激 （ ｓ

ｔｉｍｕｌｕ ｓ ）所在 。

据所在 。在该过程 中
，
学生可能会通过多 种途径 进如果实验步骤难度较高 ，

可 以 由 教 师演示或

行预测
，

并展示 出 自 己 对该 现象 的 原有认识 （
前科展示他人 的实验结果 ， 但应将结果 的观察 和记 录

学概念 ） 。留 给学生完成 。 必要 时
，
教师还 需要 在实验操 作后

“

预测
”

是 ＰＯＥ 教学 策略的起始步骤 。 学生应提 醒学生应观察的 重点 ，
再让学生重复进行 实验

针 对
一个事件 、 情境 、实验等作 出 预测

，
这可 以 使操 作和观察 。

学 生暴露
、
澄清其前科学 概念

，
并对其进行辩 护 。 1 ． 3

“

解释
”

环节 通过对 比预测结果和观察结

在教学 中 ，
教 师应注意先 引导 学生 区分

“

预测
”

和果
，学生需要判断 自 己 对这

一现象 的想法是否发生
“

猜测
”

， 例 如 ，
天气预报是根据 卫星云 图作 出 的了 改变

，应对前科学概念作 出 适当 的 调整 ，
形 成观

预测
，
而掷骰子后确定将会 出 现何种点数的 过程察后 的解释 （ Ｅｑ ） 。 然后 ，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和

则是没有根据的 猜测 。全班讨论
，

针对 Ｅ
。 进行分析和讨论 。 在此过程 中教

教师通常展示一个演示实验
，
让学生预测 经师不能直接给 出 正确 的解释 ，

应通过 问题的方式给

过一段时间 后会产生何种变化 。 但并非所有实验予恰 当的引 导 。 最后
，
经过教师引 导学生逐层递进

都能在课堂上演示 ，
对于那些学生无法亲 自 动手地分析和讨论 ，

师生共同形成讨论后 的 科学解释

操作
，
或课堂上无法呈现和演示的 实验 活动

，
尤其 （ＥＤ ）

，
这将最终整合到学生 的认知结构 中 。

是科学史方面 的实验
，
教 师可 以展示科学家 的实 2ＰＯＥ 教学 策 略 的理论基础

教学设计Ｌ ＿ ＿ 」
：

全ｆ蠢賀 ＩＩ
： 过程或步骤 〈＞ ： 决策思考

，

，

ｐｏ ｅ教学评节

翦 ｒ
同化新概念

—

ｒ

＂

Ｈ
预

Ｉ是
丨

概念转辦段
｜

ｒ
－ 1 － － 丨 的 建 构 者 ｜ｕ

否

｜教师 Ｉ





！

Ｊ

；

主动
；

？

？ 观察 （
ｏ

）ｉ！

■ 介入 ，

——

1

—

Ｌ 预测 与 观 察
丨概念转变


1

‘ － ＂

Ｉ

＂

“ ‘Ｉ之 间 的冲 突

—

Ｉ进入
－

Ｔ
－^

！

解释

丨

（
Ｅ。

）

强化 正确 概
丄 ｒ

￣

 ＼否ｉ
̄

Ｉ

」

一

念或 削弱 前 ￣＾￣ ＊＂ 新可理够 1—
｜

＞＞＜＾

＿

細七 、转爹、
＞

」三
：

｜

讨论
（
ｄ

＞

｜

科 学 概 念
概

！ 共同ｉ

！ 意义
丨妨如。

． ‘―

Ｉ
— 1新概念

、
^

丨

建构
ｊ 丨

鮮
（
ｅｄ ）

卜
 形成 一￣＝

ｐ
－＾

否ｖ



 Ｉ 


一＾接 受

ＩＬ 是
念為
＞
Ｊ ｜

认知结构 Ｉ排斥新概念
」

ＰＯＥ教 学设计 的 实 施 流程 （ 改编 自 赵毓 昕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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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Ｅ教学策 略以 展示相异事件创造认知 冲突 3 以 ＰＯＥ 为 策略的教学设计

的方式 ， 使学 生明 确 自 己原有 的认识 ，并对其产生教学设计是 由 教师书写 的 书面材料 ，
用 以设

不满 ，
进而引 发概念转变 。 由 于大部分前科学概念计和展示课堂教学活 动的流程 ， 其核心组成部分

具有不 稳定性
，
所 以 在

“

预测
”

阶段教 师通常要 将是教学 活动的选择和设计 。 其在教学和创建有效

学生 的 预测结果 和依据记录下来 ，
避免

“

观察
”

结的学 习 环境等方面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 ［
9

］

。 本文 以

束后受观察结果 的影 响而掩盖 了 前科学概念 ， 易初 中
“

植物生长 需要二氧化碳
”

为例 ，按 照 ＰＯＥ 的

使学生忽视其前科学概念 ， 不利于更好地实 现概主要教学 环节说 明 教学设计 中 应 重点 考虑 的 问

念转变 。 这与 Ｐｏｗｅｒ 等 人提 出概念转变模型理论题
，
以充分展现 ＰＯＥ 策略 的本质和教学优势 。

观点是一 致的ｍ 。 3 ． 1 提供背景材料 在科学课堂教学 中 ， 背景材

此外
，

ＰＯＥ 教学策略重视学生 的前科学概念 ，料是教学 引入 的重要载体 。 使用学生熟悉或能够

让其提出 各 自 的 解释 ，
注重概念形成 的个体差异激发学生思考 的背景材料可 以 引发 学生 的认知重

和独特性 ， 体现了
“

人是意义的构建者
”

这一 观现
，使其做好学 习 的准备 。

点 。 在
“

解释 （Ｅ ）

”

环节
，
强调学生通过讨论和交流在 ＰＯＥ 教学设计中 ，

教师为学生先提供如下

构建共 同 意义 （ 即科学概念 ） ，
体现 出社会文化 和背景材料 ：

语言功能对构建共同意 义的作用 ，
这也是教 育的某 同 学 为 了 研 究 种子 的 萌 发 和 幼 苗 的 生 长

，

目标所在 。 同 时
，
教师在 ＰＯＥ 教学过程中 ，从 了解在春天做 了 如 下 实验 。 他在透 明 玻璃瓶底部 铺上

学生 的前科学概念 、设计教学 活动 、为学生提供相几层湿润 的纸 巾 ，

将 1 0 粒饱 满 的 绿豆种子放在纸

异事件 以创造适 当 的认知冲突 、
适 当 的 引导 ，

到促巾 上 面
，
将玻璃瓶 密封

，
称 量 实验装置 的 总 重量

进师生和生生之 间 的社会互 动等环节都起着 至关 （ 5 0 0
ｇ ） ， 然后 置于 卧 室 阳 面 的 窗 台 上 。

重要的作用 。 由 此可 以看 出
，

ＰＯＥ 教学测量重视学关于种子 萌发 的材料是学生 日 常生活 中所熟

生 的主体性 ，将教师看作是构建意义的媒介 ，
目 的悉的

，
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 同 时也能引 发他

是使学生通过构建共同 意义 ，
进而发展 出具有一 们 回忆起植物学 的相关知识 ， 为他们创 造了 有意

致性 、简约性且有价值的科学概念 。这与人本 建构义 的学习 情境
，
也是有意 义学习 的起点 。

主义理论 的观点是
一

致 的 。 根据概念转变理论及 3 ． 2 预测 呈现背景材料后 ，
教师可以 展示实验

人本建构 主义理论 的观点 ，
可以 按照 以下流程 图装置并提 出 问题 ：

“

你认为 1 0 天后实 验装置 的 总

的方式 采用 ＰＯＥ 教学策 略进行教学设计和实施 ，重量与 当初相 比产生 了什么变化 ？ 并说明理 由 。

”

并最终实现学生的 概念转变 。教师的提 问既可 以是开放式 的问 题 ，也可以为学生

从实施流程 图可以 看 出
， 在 ＰＯＥ 教学设计的提供一些选项 。 具体采用何种提问方式 ，

主要根据

实施和概念转变过程 中
，
学生最初用 自 己认知结构学生的认知水平和问题所涉及 的概念范 围而定 。 在

中 的特定前科学概念尝试预测 事件可能发生 的变该案例 中 ， 由 于 问题的答案从字面上看很简 短 ，
只

化 ，并说明判断的依据和理 由 （ Ｐ ） ；
然后再进行实地涉及到 比较大小 ，

因 此
，教师可以提供选项

“

减轻 、

观察 （
0 ） （通常 是进行实验 ，

观察实验结果 ） ，
通过增重 、不变 、无法预测

”

，
也可 以 由 学生写出 。

对 比预测结果和观察结果 ，
对二者的不

一致性作 出学生作出 预测
，
并记录预测结果和判断依据

，

解释 （Ｅ 。 ） ，
此时如果学生对前科学概念感到不满 ，目 的是 明确 自 己关于光合作用 的前科 学概念 ，

以

进而发生从前科学概念 向新概念的转变 ，检验新概免被后续学习 的新概念所掩盖 。

念的可理解性 、合理性 和解释力 。 之后再经 由 教师 3 ． 3 观察 作出 预测后 ，
学生要观察实 际发生 的

主动介入
，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 和班级讨论

，

在这种变化 。 关于实验 ，
可 以是教师 的演示 ， 也可以 是学

互动过程 中构建共 同意义 ，
再次检验新概念的 可理生独立操作 。 有些情况下还可 以是教师 展示他人

解性 、合理性和解释力 ，进
一

步强化新概念 ，并削弱的实验结果 。

前科学概念 ，
即提高科学概念 的概念位阶 ，

此时在在此案例 中 ， 由 于实验所需 的时 间较长 ，
不 可

教师的 引导下形成对原有 问题的 正确解释 （ＥＤ ） ，
8 卩能当堂完成 。 因此

，
教师可 以提前 1 0 天进行实验 ，

形成新概念
，

并整合到认知结构 中 。并记录原始质量
，

然后在课堂上展示 。 学生通过观



2 6


生 物 学 通 报


2 0 1 5 年 第 5 0 卷 第 4 期

察
，
先从外观上描述 实验装置所发生 的 变化 ，例如学设计 ，

可 以拟定如下学 习单 。



“

种子萌发长成了幼苗
”

等
，然后再让学生称量装置你认为 1 0 天后实验装置 的总重量与 当補 比产生什么变化 ？

的总重量 。在此过程中
，
教师应提示学生做好记录 。 问题 1口减轻口增重口不变口无法判断

3
．
4 解 释 在获得实 际观察结果后

，
学生对 比观作 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 ：


察结果与预测结果 ’
判 断一者是否一致 。如果一者

观察 舰称量
，
发现 1 0 天后 的实验装置总重量

不同 ，
即可 以 此创造认知 冲突 ，

引 发学 生进一步思 记 录 □减轻□增重口不变

考
，

让学 生提 出 观察后 的 个人解释 （
Ｅ
。 ） ， 例如 ，有


＾’—＆实际称量后
， 关于实验装 置重量变化 的原 因你有哪些新的想法 ？

些学生说
：

“

我 最初认为 Ｋ） 天后实验装置会变重 ，

问题 2

因 为种子长成 了幼苗 ’ 体积和重量都会 比以前增 ——＾＝＝＝＝＝＾＝＾＝＝^

加 。 而称重后发现重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
可能是腿搬

’
奸 絲較

因 为种子萌发长成幼苗所需要 的 物质来 自水 中 的

营养 。

”



然后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和全班讨论 ，

对学生填写完该学 习 单后
，
可将他们在不 同教

他们提 出 的观察后解释 （
Ｅ
Ｑ ）进行分析和讨论 。 在学 阶段关于

“

植物生长的 物质来源
”

的想法全部呈

此过程 中教师不能直接给 出 正确的解释 ， 应通过现 出来 ，
有利于在学习 过程 中形成 明显 的认知 冲

问题的方式给予恰 当 的引 导 ，
例如

，

“

你认为张三突
，
同 时也能呈现其概念的 变化过程 。 此外

，
教 师

同 学 的 解释是否 合理 ？

＂ “

如果 在实 验前 将玻 璃还可以利 用该学 习单评价学生的 学习 情况
，
充分

瓶 、纸 巾 、水 、种子 都称重 ，实验 后再称量 水和 幼了解学生的认知变化和概念形成历程 。

苗的质量 ，
你认为它们 的重量又会有何变化 ？

”

通 4 结语

过类似 的 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分析解释的合理性 。ＰＯＥ 教学策略中 的 几个环节是概念构建指 向

经过教师的引 导 ，
学生逐层递进地分析和讨的整体结构 。 在低年级 （

Ｋ－ 2
） ，
学生 的预测 、 观察

论
， 教师逐步提 出

“

种 子萌 发
”

、

“

水
”

、

“

二氧 化和解 释能力正在发展过程 中 ，
ＰＯＥ 教学策略不仅

碳
”

、

“

营养物 质
”

、

“

光
”

等与植物生 长有 关的 术可 以帮助学生理解相应 的科学概念
，
而且还能发

语 ，使学生逐渐修正其解释和认识 。 最后 ， 全班共展他们的 预测 、观察和解释能力 。 在中学和大学阶

同形成讨论后 的科学解释 （ ＥＤ ）

“

植物 的 生长需要段
，
随着学生各项认知能力的 不断完善 ，

ＰＯＥ 的 主

二氧化碳
＂

。要作用更多的 是促使学生进行概念转 变 ，
进而构

3 ． 5 学生 学 习 单 的设计 学 习单 （
ｗｏｒｋ ｓｈｅｅ ｔ

）是建科学概念 。 因此 ，
鉴于学生认知水平 的发展情

一

种可灵活运用且 引 导性极强 的教学工具 ， 能加况
，
Ｐ 0 Ｅ 教学策略在 中 学和大学 可能更加实用 和

深或扩展 学习过程 ， 并能弥补教师在教学上 的不有效 。

足 ｕ。 ］

，
学习 单也是教师根据课程标准 中 提出 的 学此外 ， 由 于学生 口 头表达能 力和书面表达能

习 目标设计教材 内容之外特定 活动 的 活动单
，
可力 的水平不同

，
也将影响 Ｐ 0Ｅ 策略 的教学效果 。 通

使学生主动 、积极地进行开放性思考 ，并把活动转常情况下 ， 低年级 的学生用 口头 表达 的方式 比用

化为记录 ，
重点突出 教学活动所设计到 的核心概书面表 达 的 方式更能充分展现他们 的观点 和想

念
，
深化其印象和所学的 知识 。 通过学 习单 的使法

，在使用该策略进行教学时 ，
应充分考虑学生书

用 ，
学生将感官信息与前科学概念联 系起来 ，

以达面表达能力的 水平 ，
根据实 际情况对该策 略作 出

成教学 目标 ［
1 1

］

。适 当调整
，
以 使学生尽量真实和完整地表达他们

在 Ｐ 0Ｅ 教学设计 中 ，
可 以 利用学 习 单辅助教的想法和概念转变 ，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

学
，
供学生记录本人在不 同教学 阶段针对 同一 问教 师在 利用 Ｐ 0 Ｅ 教学 策 略设计和 组织 教学

题的观点发展 、变化的 过程 。为 了使学生充分暴露时
，
应充分考虑科学概念与教学 活动 之间 的逻辑

其前科学概念 ，
学习 单 中的关键位置要 为学生 留关 系 ，

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 ，
主动介人学生的概

出空 白 。 根据初 中
“

植物生长需要二氧化碳
”

的教念转变过程
，
进而帮助学生构建科学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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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整体性备课策略

蒋 荣 （江苏 省扬 州市 新华 中 学 江 苏扬 州 2 2 5 0 0 9
）

摘要 从备课 流程 、教 学 目 标设计 、教学 目 标差异 性 比较 、 实施途 径等方 面 阐 述 了 整 体性

备课策略的 实施 。 整体性备课流程 突 出 了 高 中 生 物 学教材整体分析 、 模块主题教学 内 容和科 学

方 法 的研讨 、章节 知识结 构和教学 目 的 的 确 定 。 通过备课组 实施的 整体性备课预设的教 学 目 标

与 常规备课相 比
，
更有利 于 知识的 系 统性

， 有利 于联 系 学 生 实 际 。

关键词 整体性备课 模块主题 课 时 目 标 实施途径

中 国 图 书 分类号
：

Ｇ 6 3 3 ． 9 1文献标识码 ：
Ａ

高 中生 物学教材 的 编制是 以模块 划分 的 ， 每教学从整体上进行设计 ，
主要包括熟悉课程标准

个模块有若干主题 。 不 同 主题的生物学知识分布中 的课程 目标和内容标准 、 学科教材 内容 的整体

于不同模块 、不 同章节 。 常规性备课通常是从一节分析 、学生情况的 了解等 ，整 体性备课是教师进行

课的知识 内容 出发设计教学 目标 ， 容 易在课堂教课时备课 （针对某
一节课的 备课 ） 的 基础 和前提 ，

学 中造 成知识的碎 片化 ，
学生很难形成系统 的知也是提高备课针 对性和有效性 的基本保障 。 整体

识 。对不 同模块 、 同
一

模块不 同章节进行整体备课性备课一 般流程 图如下所示 （ 图 1 ） ：

后
，再确定每个章节 、每节课的教学 目 标 ，

可 以 防 ＼
ｍｍｗｍ Ｉ

内容

丨＾， 5 栗 Ｉ

止学生形成碎片化的知识 ，构建知识的 系统性 。例 ■ 梳理
ｆ

教材内容
1

如 ， 细胞 的基本结构和细胞代谢内 容分布在必修
￣̄

1 模块 的不 同章节 ，
细胞代谢部分 的知识 内容是 1

觀＾？
Ｊ

“＾点
￣

1科学方法 ］

与细胞 的基本结构紧密相连 的 ；再如 ，
基因工程主

｜

章节ｔ标
丨

明确

丨

要是选修 3 模块 内容 ， 但涉及到必修 1 模块核酸ｊ胁 『

三＿”
的结构 和功能 、酶在代谢中 的作用等 内容 ， 也涉及 丨

课时 目 标

到必修 2 模块 ＤＮＡ 分子结构 、遗传信息的转录和围 1 螫体性备 课流 程困

翻译 、基因重组及其意义等 内容 。图 1 所示 整体性备课 内 容包含研读课程标

1 整体 性备 课流程准 、分析教材 、模块主题 、＃节 目标 、课时 目标等 5

“

整体性备课
＂

是指教师在备课过程 中 对学科个方面 。 其 中研读课程标准是整体性备课活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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