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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向学科大概念 的学习单元重构

北京 市十一 学校石景 山 实验 中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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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广
ｍ

摘 要 以生物学学科大概念为统领进行学 习 单元重构是学科核心 素养落地的 重要途径 。 结合学

习 单元重构案例 ， 秉承逆 向教学设计理念 ，
从单元学 习 目标 、单元评估证据及教学 实施计 划 等方 面进

行项 目 式设计 ，

从而形成结构化 的知识以及解决具体 问题的 思路方法 ，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 落 实 。

关键词 大概念
； 学 习 单元重构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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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概念进行课程与教学设计已成为当前

科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和热点 问题
［

１
］

。 《普通高 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 （ 以下简称

“

２０ １７ 高

中课标
”

）提出学科核心素养 ，倡导
“

通过探究性学

习活动或完成工程学任务 ，加深对生物学概念的理

解
”

，重视
“

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 使课程 内容结构

化
，以主题为引领 ，使课程内容情境化 ，促进学科核

心素养的落实
”

，强调
“

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每个单

元的教学活动时 ，应该 围绕大概念和重要概念展

开……
”

［
２

］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学教育 ， 《义

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 以下简称

“

２０ １ １ 初中课标
”

） 强调
“

生物学课程的 目标 、 内容

和评价都旨在提高每个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

，并

指出
“

教师在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时 ，应注意围绕

重要概念展开……
”

［
３

］

由此看来 ，学科核心素养的

提出倒逼教学设计的变革 ，教学设计要从设计
一

个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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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或课时转变为设计一个指向大概念的学习

单元 。 鉴于此 ，笔者对指 向生物学科大概念的学习

单元重构进行了实践与探索 。

１ 提炼初中 生物学科大概念是课程改革推进 中 的

新突破

ｌ ． ｉ 厘清 大概念 、重要概念 、概念之间 的 关 系

大概念源于美国 ，
２０ １ ７ 高 中课标对于大概念

只是在课程标准的前言 、课程性质和实施建议中有

所提及 ，未做深人阐释 。 这导致教师对大概念比较

陌生 ，无法厘清与 ２０ １ １ 版初 中课标提出 的重要概

念之间的关系 。 对于大概念 ，
至今尚未形成

一个统

一的表述 ，但在
一些基本方面 已 达成共识 ：在位置

上 ，大概念处于学科的 中心 ，是一门学科为数不多

的几个核心概念 ；
在表述上

，
大概念是对众多知识

概念的筛选与整合 ；在功能上 ， 有助于促进学习者

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与迁移 ； 在结构上 ，大概念与重

要概念 、

一

般概念间形成网络结构
［
４

］

。 大概念 、重

要概念 、概念之间的比较见表 １
。

表 １ 大概念 、重要概念 、概念之 间的关 系

名称 特征 举例

大概念

反映了学科本质 ，
凝聚着本学科

的核心教育 价值 ， 是学科思 想 、学

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的 集中体现 ， 是

生物学的基础 和精髓 ， 是联结学科

知识的纽带

生物的多

样性和适应

性是进化的

结果

重要

概念

重要概念是生物学科的骨架 ， 主

要是对生命现象 、规律
、
理论等的

理解和解释 ，在引 导学生进行思维

训练以 及提髙学习 效率方面有重

要作用 。 ２０ １ １ 版初 中课标提 出 ５０

个重要概念 ， 这对学生构建生物学

知识框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球上现

存物种丰富

多 样 ， 它 们

来 自共同 的

祖先

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 本质 属性 的思

维形式 ， 是对事 物的 抽象或 概括 ，

是经过人 的组织 而形成的体 系化

的 、将众多科学知识连为整体的科

学知识 。 生物学 概念是 学科知识

体系的基石 ，是生物学课程 内容的

基本组成

尝试通过

化石 、 比较解

剖学和胚胎

学等事实
，
说

明当今生物

具有共同 的

Ｗｔ

１ ． ２ 提炼初 中 生物 学学科大概念

笔者在借鉴国外生物学学科大概念的基础上 ，

研读 ２０ １ ７ 高 中课标 ，
最终以生命科学的本质属性

为核心
，
提炼了初中生物学学科大概念 （ 图 １

） 。

图 〗 初 中生物学学科大概念

１ ． ３大概念的 实践价值

威金斯和麦克泰格把大概念比作
“

车辖
”

。 有

了车辖 ，车轮等零部件才能组装起来 ， 否则 只能散

落一地 、毫无用处
［

５
］

。 由此可见 ，孤立的事实 、概念

往往价值有限 ，要使它们变得真正富有意义 ， 就必

须将其纳人学科知识的结构 中 。 以学科大概念为

核心构建生物学科课程内容 ，不仅可以 帮助学习者

将孤立 、零散的事实性知识和技能整合起来 ，构建

简约而深刻 的知识层级结构 ；还可 以促进学生理解

知识间的本质联系和纵横关系 ，
有利于学生将知识

结构化 ，而知识的结构化是促进学生实现从知识 向

学科核心素养转化的关键 。

２ 学 习单元重构是核心素养落地的必经之路

２ ． １对学 习 单元的认识

学习单元是
一

个指 向 素养的 、 相对独立 的 、体

现完整教学过程的课程细胞
［
６

］

，
是最小的课程单

位 。 因此 ，学习单元是以学生为核心 ，
以学生的知

识背景为基础 ，
以学科核心素养及其进阶发展为 目

标 ，使学生获得综合而系统的知识 、 习得各种能力

和高阶思维 ，最终聚焦到核心素养的培育上 （ 表 ２ ） 。

２ ． ２ 何谓 学 习 单元重构

学习单元重构是组织课程的综合方法 ，
以学习

者的需求 、实际生活需要为核心 ，
立足学科核心素

养 ，
整合 目标 、任务 、情境与 内 容 ，达到连接生活与

世界的 目 的 ，从而不断增强学生面对不可预知 的 、

未来的高级素养 ，特别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 因此 ，

Ｈｉ
ｈ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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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ｘ． ｃｏｍ



心素养的落地指明 了路径
［ ５

］

。 下面就以
“

细胞
”

单

元为例 ，介绍单元学习 目 标 、单元评估证据以及项

目式学习活动设计等 ，
以呈现如何 以大概念为统领

开展学习单元重构的思考与实践 。

以 学定 学 ，
以评促学


 基 于 目 标 ， 逆 向设计

图 ２ 基于大概念引入项 目式学 习 的单元重构模型

３ ． １ 立足学科核心素养 ，提炼 大概念

以大概念来统领相关内容 ，有利于把握和明确

学习单元的核心 ， 因此 ，提炼大概念是学习单元重

构的关键 。 由图 １ 可知 ，
本单元的大概念是

“

细胞

是构成生物体 、完成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

。

３ ． ２ 基于课程标准 ，
确定单元 学习 目 标

学习 目 标从 １ ． ０ 版的
“

双基
”

、
２

．
０ 版的三维 目

标升级为 ３ ． ０ 版的学科核心素养 ， 伴随着 目 标升

级
，教师也面临着挑战 。 指 向大概念 ，单元学习 目

标要立足于学生的深层理解 ，
并能够迁移应用到新

的学习情境 中 。 学习 目 标必须是基于课标的 ，
表述

时要做到清晰 、适切 、可测评 、可操作 。 本单元的学

习 目 标如下 ： （
１

） 能够规范使用显微镜观察各种生

物细胞 ，并比较多种细胞的结构异同 。 根据细胞结

构特点推测其功能 ，能运用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

物学观点解释生活中众多的现象 （ 生命观念中的结

构与功能观 ） ；
（ ２ ） 通过绘制思维导图 阐述多细胞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举例说出生活 中常见的多细胞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 科学思维 ） ； （ ３ ） 通过科学探究
“

单细胞生物草履虫是怎样完成生命活动 的
”

， 能

够理解每
一

个生物体都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 ，都

能完成 自 己 的各项生命活动 （ 科学探究和生命观念

中 的物质与能量观 ） ； （
４

） 能运用细胞学知识解释

生命科学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 ， 如克隆技术 、癌症

防治等 ，认同生物技术是
一

把
“

双刃剑
”

，
能够辩证

地看待生物技术 （社会责任 ） 。

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学生实际 ，本单元的学

实 施项 目 式学 习 所 需资

源 （ 评价量规 、 工具 、

脚手 架等 ）

遴选 项 目
， 确 定子 项 目

，

构建 项 目 群 ， 设计 项 目

式学 习 活 动及成 果 呈现

方式

学习单元重构是落实立德树人 、深化课程改革的必

然要求 ，也是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路径 。

表 ２ 教学 内容单元和学习 单元的 区别

比较项 目 教学内容单元 学习单元

学习 目标

依据课程标

准 和教材学 习

内 容
，
强 调 学

生对 知识的获

取与应用

围绕单元 主题 ，全面发展

学生 的核心素养

学习 内容 知识碎片化
结构化的 、高度整合 的 、基

于学科大概念的 内容

学习资源 以教材为主

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支持资

源
，如 互联 网 、 图书馆 、社会

调査 、科研院所 、专家学者等

学习情境

脱离社会生

活 ，往往是结构

餅的学习情境

源于真实生活或模拟真实

生活 ，是不 良结构的 ，
强调对

知识 、技能的迁移与运用

学习评价
偏重对学习

结果的评价

侧重评价学生在学习 过程

中的表现 ，
倡导基于量规 的

表现性评价

师生角色

师生之 间 是

被动 的 知识传

授与接受关系

教 师 是学 习 情境 的 创 建

者 、资源的提供者 、学习 活动

的引 导者和促进者

２ ． ３ 学 习 单元重构可 以 实现三大转 变

学习单元重构在细化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 系统

分析课程内容所承载的学生素养发展价值和社会

应用价值 ，充分体现学科知识发展 、学科思想方法 、

学科育人价值 ，实现了３ 大转变 ：从 以往只关注碎

片化知识技能的单课时教学转变为 以学科核心 素

养为导向 的大概念单元教学 ；
从以教师讲授为主的

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项 目式学习 ，促使课堂转型和

课堂变革 ；
给学生提供资源 、 工具 、脚手架 ， 学生 自

主完成学习任务 ，进行智能测评 ，
让 自 主 、合作 、探

究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 ，从而转变学生学习的方式 。

３ 指 向大概念的学 习单元重构为学科核心素养落

地提供了新路径

以大概念为统领进行学习单元重构 ，
首先提炼

大概念 ，从期待
“

学生学会什么
”

出发 ，

“

以终为始
”

逆向设计
“

学生何以学会
”

的过程 （ 图 ２ ） ，为学科核

习

标

匹 配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ｚｘｓｗ
ｉ

ｘ ．ｃｏｍ

囉 抬Ｍ
教 学 研 究

２ ０２０ 年 第 １ ０ 期

项

因

库

资
源

库

学

标

估

于

目

评
案

基
习

的

方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教 学 研 究

—

习 目标 ，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技能 ，而是以大概念

为统领 ，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 最终实现
“

为迁移而

教
” “

为理解而学
”

的 目 的 。

３ ． ３ 基于学 习 目 标 ，
选择恰 当 的评价方式

评价是教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包含过程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 ，
基于项 目 的学习单元重构特别倡导

基于量规的表现性评价 。 评价不仅要关注知识 、技

能的落实 ，还要有能力水平的进阶 ，更要有问题解

决能力的培养 。 （ １ ）

“

问卷星
”

线上闯关测试 ； （ ２ ）基

于量规的表现性评价 ：研发量规评价显微镜技能大

比拼 、

“

微
？ 视 ？ 界

”

植物细胞摄影大赛 、
思维导

图 、科学探究实验 、细胞模型制作等 （ 表 ３
） 。

表 ３ 细胞模型的制作量规

评价指标 科学巨匠（
０ ． ９￣ １

） 能工巧匠 （ ０ ． ７ 
￣

０ ． ８ ） 学徒工 （ 〇
￣ 〇 ＿ ６ ）

□结构 比例协调 口结构比例有
一

处不协调 口结构比例有多处不协调

科学性 □名称标注正确 □名称标注有一处错误 口名称标注有多处错误

（
４０％

） □模型结构完整 □模型结构有一处遗漏 □模型结构有多处遗漏

□模型有立体感 ， 与实物一致 □模型立体感不强
，
基本体现实物特点 口模型均为平面 ，

无立体感

艺术性 □注重多种色彩搭配 口少数几种色彩重复使用 ， 有层次感 □色彩单
一

，
无层次感

（ ２０％） □做工精细 ，流畅 口做工较为精细 ，美感度不够 □做工粗糙 ，
无美感

意志与品

质 （
２０％

 ）

口独立解决制作 中所遇到 的 困难或

问题

□制作时不断质疑 ，反复修改

□在他人帮助下解决困难或问题

□在他人帮助下对作品进行部分修改

口逃避或绕开困难和 问题

□依靠他人帮助完成制作 ， 没 有

修改

创新性

（
２０％

）

□作 品 中有两处与众不 同的创新性

表现形式

□作品 中有一处与众不同 的创新性

表现形式
□作品 中无创新性表现形式

３ ． ４ 引入项 目 式学 习
，
设计单元 学 习计 划

进行学习单元重构的教学策略 ， 不是局限于对

具体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技能的机械训练 ，而是立足

于学科核心素养
，整合 目标 、任务 、情境 、问题 ，借助

各种学习探究活动来建构大概念 。 本单元教学引

人的项 目式学习活动见表 ４
。

本单元的项 目任务是 ： 某偏远山 区 ， 学具匮乏 ，

初一学生急需一批细胞模型 和生物体结构层次的

思维导图 。 请你设计并制作细胞模型 ，绘制思维导

图 ，并录制短视频介绍
“

细胞是怎 样构成生物体

的
”

。 为 了完成以上项 目 ，所提出 的核心 问题是 ：

为什么 同
一个生物体内 的 细胞会有不 同 的种类 ？

人的细胞为什么不能像草履虫那样独立进行生命

活动 ？

３ ． ５ 整合学习 内容 ， 构建学 习 资源库 ，

统筹安排课时

基于项 目的学习单元重构打破 了传统的教学

方式 ， 根据学习单元的整体设计安排课时 ，从课时

目标 、学习活动 、评价 、教师支持与教学策略等方面

来确定课时 的长短 。 本单元按照项 目进程共安排

７ 课时 。 所提供的学习 资源有 ： （
１

） 视频 ：
显微镜的

使用和观察植物细胞视频 ，观察人的 口 腔上皮细胞

视频 ，单细胞生物生活 （ 包括草履虫 ）视频 。 （ ２ ） 研

制各种量规 。 （ ３ ）科普海报展示 ：克隆技术 ，

“

让癌

症滚蛋吧
”

。 （
４

） 项 目 驱动海报 ： 制作海报 ，
并张贴

在教室 内 。 海报 内容为真实情境 、核心问题 、项 目

任务 、评估证据 、项 目实施计划等 。

４ 实践反思及启示

以大概念为统领进行学习单元重构 ，为课改提

供了新思路 。 大概念是各学科课程 内容构建的理

论基础 ，是课程改革推进 中 的新突破 ， 是理解课程

标准尤其是课程内 容编写思路的
“

金钥匙
”

。 以大

概念为视角分析教学内容是确定学习 单元 的重要

环节 ，学习单元重构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 ，立足学科

核心素养 ，挖掘 、提炼大概念 ，
进行顶层设计 ；其次 ，

以大概念为视角采取具体细化 （ 内容维度上的分解

或解构 ） 和认知进阶 （ 学 习进程维度上 的拓展或进

阶 ） 的方式整合相关内 容 ，形成利于意义建构 的结

构化知识体系 ；最后 ，进行学习 单元重构 ，确定项 目

（ 对应核心 问题 ） 与子项 目 （ 对应驱动性问题 ） ，
规

划
“

项 目群
”

的实施框架及重要节点 。

ｈ
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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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学 习 单元重构的项 目式实施框架

项 目 名称 驱动性问题 活动内容 项 目成果

子项 目
一

： 不服

来战
“

显微镜技能

大 比拼
”

怎样利用显微镜

观察我们平时用 肉

眼看不到的结构 ？

课前给学生提供显微镜操作方面的视频 ，学生 自 主学习显微镜 的

结构及操作方法 ，课上对照显微镜反复训练 ，
理解显微镜各部分的功

能 ，录制
“

不服来战 ：显微镜技能大 比拼
”

视频 。 发布在班级群内 ， 评

选优秀个人

视频

子项 目二 ：

“

微 ？

视 ？ 界
”

植物细胞

摄影大赛

将你想观察的植

物器官带 到学校 ，

看看哪个小组观察

到 的细胞最惊艳 ？

课前给学生提供观察植物细胞的视频 ， 指导学生预习观察植物细

胞的方法 。 学生在家或社区 内选取 自 己最想观察 的植物 ，
根据预习

，

自 己制订观察方案 。 课上进行 比赛 ， 根据学生上传照片 的数量和质

量 ，评选优秀小组

摄影作品

子项 目 三 ： 模 型

制作
“

细胞的模型
”

细胞的 结构 中
，

哪
一

结 构 的 作 用

最大？

以小组为单位
，
分工合作

，
制作细胞结构立体模型 。 班 内展示各小

组的作品 ，小组派代表宣讲 。 教师和其他小组成员点评 ，
根据提出 的

合理化建议再次修改 、完善作品

细胞模型

子项 目 四 ： 思维

导图
“

细胞是怎样

构成生物体的
”

一

个受 精 卵 细

胞是 怎 样 发 育形

成人体的 ？

运用显微镜观察组织和细胞 ，结合教师准备的各种实物 ，学生 自 主

学习植物体的结构层次和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
并用思维导图 的形式

呈现自学成果 。 小组评选优秀思维导 图 ，
通过

“

找茬
”

活动 ，完善 、优

化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

子项 冃五 ：实验探

究
“

草履虫是怎样完

成生命活动的
”

单细胞生物是怎

样
“

吃喝拉撒
”

的 ？

通过实验探究 ，总结单细胞生物是怎样通过一个细胞完成所有 的

生命活动的 。 从而理解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探究实验

报告单

基于逆向设计引入项 目 式学习 ，为大概念落地

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笔者以
“

教
一学一评

”
一致

性为主线 ，
突出 以学定教 、以评促学的原则 ，秉承逆

向设计的教学理念 ，
以核心 问题拉动整个学习 过

程 ，
以项 目驱动探究实践 。 通过设计与学科大概念

相呼应 、有一定挑战性的项 目任务 ， 强化项 目与 问

题 、情境的紧密联系 ， 组织学生实验探究 、项 目制

作 、演绎推理 、模型构建 、解释说明等学习活动 ，提

升学生的解决 问题能力 、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 ，为大概念落地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

指 向学科大概念 的学习单元重构为落实学科

核心素养提供 了新思路 、拓展 了新路径 ， 这对教师

来说是一个全新的 、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 由于当前

缺乏围绕大概念进行学习单元重构的实证研究 ，所

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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