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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背景下，核心素养作为新课改深度推进的新导向，其生成内蕴着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在现今高中生物课堂中学生学习浅层化现象十分明显，如何促进高中生物课堂

深度学习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探索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从兴趣、体验及结果三

方面入手，以“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章节为例设计教学活动，对课堂上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实践路

径进行了探索，为一线高中生物教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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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quality education, as a new orientation for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generation of core literacy contains deep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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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ath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today’s high school biology classrooms, the 
phenomenon of superficial learning is very obvious. How to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in-depth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biology class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
ism of deep learning.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rest, experience and 
results,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using gene-directed protein synthesis as an example, the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students in-depth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was explored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ront-line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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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已经飞速发展为信息化时代，能自主选择信息，将信息组织加工进而有效解

决问题的人越来越被社会所需要，同时还需要具备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能力。而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包

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以及社会责任四个方面，主张全方位育人，对学生理论能力、实践能

力、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能够满足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深度学习指在

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

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掌握学科核心知识，理解学习过程，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积极的

情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在实践参与中发展和生成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深度学习强调学习的自主性

与情境性，其实现离不开建构主义理论及情景认知理论的支持，同时深度学习与元认知理论彼此联系，

通过深度学习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习者的元认知水平。另外深度学习作为一种关注学生深层理解、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学习方式，也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关注的焦点。当前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仍较

为注重知识的传授，缺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 

2. 高中生物课堂现状——浅层化倾向明显 

近十年来，我国普通高中课程建设成果突出，课程目标进一步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发展，课程

内容更具发展性和实践性，各地各校紧跟课程改革，对课堂教学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批教

学改革项目诸如情景教学、新基础教育、大单元整体教学等应运而生。但在课堂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教师重教轻学，教学内容挖掘不够，忽视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教学媒体的开发使用效率不高，究

其原因在于传统教学观念影响下，学生的学习较为被动，学习动机不强，对问题理解不透彻。课堂是学生

成长的主阵地，只有对生物课堂的教学现状进行剖析，才能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供相应的实践路径。 

2.1. 教师重教轻学 

由于教师教学思想的固化，其教学观念仍然是“重教轻学”，习惯单向地给学生传授知识，弱化学

生理解知识和知识内化的过程[1]。在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处于次要、被动的

地位，对教师产生依赖，无法通过自主探究获取知识，导致教师“教”的困难，学生“学”的吃力，“倾

却不进”，“启而不发”，最终导致教与学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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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内容挖掘不够 

一些教师对教材内容挖掘不深，缺乏延伸，导致教学内容肤浅化、表面化[2]。此外还有教师认为，

教学内容越难，学生在课堂上就越能实现深度学习，以“难”为“深”，用知识的难度代替学习深度。

教师所重视的是那些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对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构、所蕴含的思想和价值挖

掘不充分，导致学生所学到的知识粗浅零碎[3]。事实上这样一方面直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违

背学生的认知规律，导致学生理解困难；另一方面影响学生的心理发展，复杂难懂的学习内容极易让学

生产生挫败感，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很难得到真实的发展。 

2.3. 忽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现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低阶思维能力，高阶思维处于萌芽阶段，“分析”、“评价”和“创造”发展

不均衡，而教师课堂上又重点关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过分关注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掌握情况，

还有部分教师安于现状，对于出台的政策漠不关心，不重视教学水平的提升，在课堂上不能彻底落实课

程改革所要求的内容，在理论上没有充分掌握高阶思维培养相关知识，教学活动浮于表面，难以提升学

生学习质量，忽略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4]。 

2.4. 教学媒体的开发使用效率不高 

教学媒体作为便捷工具，已经成为教师上课必备的教学辅助手段，但教师并没有将现代教学媒体的

价值发挥到最大，虽然利用媒体加快了教学进度，但没有将多媒体与教学内容进行高效融合，盲目追求

现代化，利用课件传达内容的方式较为单一，使课堂成为教材内容的直白展示，同时学生也失去其主体

地位，以为自己在专心听课，但其实并没有吸收课堂教学内容，上完课后思维仍处于混沌状态，在后续

的作业练习中无从下手，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另外，有些教学媒体中的内容花里胡哨，传

递的信息量过大，偏离教学主题，学生容易被图片、视频吸引，注意力被转移，脱离课堂教学，深度学

习更难以发生[5]。 

3. 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 

学习是作为学习主体的人在与现实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知识进而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要想在课堂

教学中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首先要思考什么是“深度学习”。现今无论是追求“颈部以上的教学”，还是

推崇信息化教学，都仅仅是学习方式的改变，无法确定学生的学习是否真正发生。如艾根所说，只有在充

分广度、充分深度和充分关联度上发生的学习，才是有“深度”的学习。通过深度学习使学生掌握学科核

心知识，了解学习过程，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力，形成高度的社会情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

观，成为一个独立、批判、有创造力的人。想要在课堂中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学习兴趣 

深度学习是触及学生心灵深处的学习，因此首要强调的就是学生乐于学习，以积极主动的状态进行

学习。深度学习的发生需要走出传统教学方式，让学生的学习是发自内心的，而非强制要求。因此，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考虑教学内容与学生现阶段的能力

是否相匹配，结合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设计教学，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运用归纳演绎等方式，打破学

生学习内容与心理发展之间的隔阂，使学生对学习感兴趣，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 

3.2. 矛盾冲突 

产生新旧知识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学生深度学习发生的关键，新知识与学生已有认知结构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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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使思维得以发展。深度学习的发生要听到学生的声音，学生在课堂上要敢于质疑，将其困惑的知识

显性化为问题。而学生因惑产生的问题不仅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的领会，还能加强学生对已知概念的提取

能力，从而实现知识的创造运用、批判分析以及系统整合，高阶思维得以提升，进而促进深度学习的发

生。 

3.3. 学习意义 

学习意义是深度学习发生的条件，深度学习注重学生在把握学习意义中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

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反思与建构。另外深度学习的发生要避免课本知识与生活实际偏离，关注学生学

习过程中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养成。深度学习源于生活并最终服务于生活，而生活不是复制粘贴，是

学生学会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价值实现的过程[6]。学习是为了求知，而知识唯有经过学生深度构建

并达到意义的深刻领悟，才能被学生内化并终身携带，即把握知识内核。 

4.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实践路径——以“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为例 

只有深度学习真正发生，学生的核心素养才能得到有力提升。那么，落实在具体的高中生物课堂中，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设计又有哪些关键点？关于深度学习的内在结构和发生机制，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

度、采用不同方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结论，综合起来最终突出了深度学习的五要素，即动机端上的深层

动机、过程端上的切身体验与高阶思维和结果端上的深度理解与实践创新。基于此，高中生物课堂深度

学习可以从兴趣、体验及结果三个大方面入手，教师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切身体验，

在体验的过程中培养高阶思维，进而帮助学生达成深度理解和实践创新。在整个过程中还要以问题解决

学习为深度学习的基本模式，将知识放回问题情境，这也是深度学习发生以及核心素养生成与发展的内

在要求。在问题情境中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发展核心素养，在生物课堂上回归知识的实践脉络，让学生在

实践参与中学习，只有这样，生物知识才能向外成为学生参与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资源，向内成为学

生改造自我和创造自我的生命力量。下面就以“基因中的蛋白质的合成”为例，结合具体的课程设计教

学，以此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4.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深度学习的发生首先需要有深层动机，触及学生心灵深处，而动机又发自学生内心深处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源自学生的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多为死记硬背，缺乏理解和理解

知识的兴趣和动力，同时学生不能主动筛选知识，缺乏提炼知识结构的能力。本节知识的逻辑性强，而

且比较抽象难懂，知识之间的关联比较复杂，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从实际出发，

使教学内容更加生活化，能逐步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的兴趣，为深入生物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激活动

机的关键就要找到学生心灵的触发点，在此基础上，教师应创设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散学生思维的

问题情境，激活学生的深层动机，同时情境的设计也要保证适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思维特征，这样学生

才能更好地融入到生物课堂之中。 

4.1.1. 创设问题情境 
在“基因中的蛋白质的合成”这一节的导入环节中，教师可以展示一组分别在正常光线和紫外线照

射下的转基因小鼠对比图片。转基因小鼠是将太平洋西北部一种水母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转入小鼠

体内，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小鼠也能发出绿色荧光。教师根据图片提问：1) 为什么转入的是基因，而得

到的却是蛋白质? 2) DNA 在细胞核中合成，蛋白质在细胞质中合成，如何将它们联系起来?学生根据所学

知识，进行思考讨论后回答：基因可以通过某些特定的过程合成蛋白质；基因中的遗传信息要通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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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从细胞核传递到细胞质中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创设情境，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

在要探究的问题上。同时展示的图片与上节知识建立联系，学生在已有知识的支持下深入思考，激发更

深层次的学习动机。 

4.1.2. 加强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 
1) 在本节的课堂导入环节还可以采用近几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冠疫情，自从新冠疫情爆发

以来，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备受关注。教师可以以新冠病毒疫苗为例，播放几种市面上的新冠病毒疫苗

研发路线视频，提出问题：i) 在 DNA 疫苗研发中，为什么在细胞内导入的是基因，但得到的是 S 蛋白？

ii) 基因与蛋白质有什么关系呢？iii) mRNA 疫苗研发中，为什么在细胞内导入的是 RNA，得到的也是 S
蛋白？iv) RNA 和蛋白质又有什么关系呢？以问题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继而展开本节课的内容，引导

学生探究基因与蛋白质的关系。 
2) 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向学生拓展一些相关知识，加强知识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如：在讲解翻

译过程时，可以拓展卡那霉素相关知识，卡那霉素是氨基糖苷类药物，它能结合细菌核糖体的 30S 亚基

上的 16SrRNA，干扰 formyl-methionyl-tRNA 与 30SrRNA 的连接，阻断细菌蛋白质的合成，使学生充分

理解核糖体在遗传信息的翻译中作为枢纽的重要性。 

4.2. 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学生亲身体验学习过程，从中获得感悟和提升，思维也从低阶转变为高阶，具备更加深刻的抽象概

括思维、更彻底的反思批判思维、更全面的整体辩证思维以及更灵活的实践创新思维。对深度学习来讲，

切身体验是基础和源泉，高阶思维是灵魂和核心，深度学习过程就是基于切身体验而展开的高阶思维过

程。只有切身体验才能促使学生展开内外通达、双向理解，使学生发散思维，深度理解知识，从而促进

学生的深度学习。 

4.2.1. 以问题串形式提升高阶思维 
学生的学习兴趣被激发后，教师以问题串的形式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基因是什么?它主要位于

哪里?基因如何指导细胞质中蛋白质合成?基因中碱基序列代表着遗传信息，那么一个基因的碱基序列是

怎么翻译为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呢?”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整个“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进一步探究。学生可能会猜想：1) 基因进入细胞

质中去指导蛋白质合成。2) 核糖体进入细胞核中合成蛋白质。基于猜想，教师提供资料帮助学生完成探

究。资料一：核糖体直径 29 nm；核膜上的核孔具有选择透过性，它的有效直径是 9~10 nm，DNA 无法

通过，即基因无法出细胞核，核糖体也无法进入细胞核，学生继续思考是否存在某种物质充当信使，在

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游离。教师由此指出，基因通常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上面携带特定的碱基序

列作为遗传信息，那么还有什么物质上面也是碱基序列呢?进而提供资料二：科学家布拉舍的洋葱根尖细

胞和变形虫实验，学生推测：RNA 与蛋白质的合成有关。教师进一步出示资料三：动画回顾科学家拉斯

特的变形虫实验过程。通过教师提供的资料，学生初步得出结论：RNA 充当了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信

使，将遗传信息从细胞核传递到细胞质。以问题驱动的方式带动学生思考，通过给出一系列的材料信息，

带领学生分析问题，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 

4.2.2. 运用模型建构 
高中生物教材中涉及多种模型，包括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概念模型等。本节教师可在讲解转录的

概念后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尝试模拟 DNA 转录过程的物理模型，教师提供基因图片以及游离的核苷酸

卡片，学生动手构建模型。构建完成后教师出示转录过程视频，学生通过直观观察，对所构建的模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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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教师对各小组构建的模型进行评价。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学生充分理解知识，分析以及综合

运用能力得到提高，进而提升其高阶思维能力。  

4.3. 创设实践活动 

作为高阶思维品质培养的能力发展性学习，深度学习是创新型学习活动开展的具体化。这就意味着

不能墨守成规，应当活学活用，自如面对来自现实中的各种真实问题。而学生学习的转变离不开教师的

引导，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从现象到本质、从特殊到普遍、从事实到价值、从部分到整体引导学生

达成深度理解。教师还要为学生创设出高质量的实践活动，贴近现实生活，同时选择与生物学习相关的

真实事件，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实践创新。 

4.3.1. 通过动画设计直观模拟展示 
教师可以利用教学软件，设计符合学生心理特征及思维能力的程序，学生以提供的碱基序列为模板，

通过拖动“游离的核糖核苷酸”来人工合成一段 RNA，通过拖动“游离的氨基酸”模拟翻译的过程，进

一步深化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过程。利用软件使学生切身体会转录及翻译过程，将转录和翻译这两个

微观动态形象化，使学生更直观有效地理解生物知识，熟悉每种分子的特点、作用以及相互关系，促进

学生对生命现象本质的掌握。 

4.3.2. 创设趣味实践活动 
1) 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生分别扮演 DNA、mRNA、tRNA 以及多肽链的角色，在 A4 纸上

标记上各碱基以及氨基酸，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的转录及翻译知识来演绎基因指导蛋白质合成这一过程，

教师适时进行引导，指出学生的错误之处，并向学生强调重要知识点。在这一过程中，以角色扮演实践

活动实现学生对知识本质的深度理解，提升学生的知识理解水平和知识运用水平。 
2) 在本节的结尾，举行一个小组积分比赛，以积分赛的实践活动形式，学生通过学习转录和翻译的

过程，根据教师提供的重组蛋白疫苗的研发资料，用本节所学知识回答相关问题，从转录和翻译两个层

次真正深入理解基因表达。紧接着让学生分析日常生活中不同抗菌药物治疗疾病的作用原理，引导学生

举例说明本节内容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5. 结语 

在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而是将教学内容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精神食

粮，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学生深度理解知识，进一步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同时深度学习为生物课堂教

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可以从动机、过程及结果入手，教学活动深入学生心灵，锻炼学

生的高阶思维，使学生实现知识与核心素养的深化，提升深度教学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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