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DOI: https://doi.org/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 科研学术探究·第 1 卷·第 2 期·2022 年 8 月 10.12345/iptm.v1i2.11726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Questions and Three Learnings” 
in the Biological Quality Classroom of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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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questions three learn”, namely “ask — pre-study” “deep ask — study” “ask — test”. By asking the basic knowledge, to 
achieve	“calibration	guide,	preview	first”,	it	is	the	basis	of	realizing	quality	classroom.	Through	deep	questions	to	organize	students’	
research activities, explore the core questions, to achieve “intensive explanati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gether”, it is the key to 
achieve quality classroom. By questioning to solve new problems, organize students to test learning activities, to achieve “evaluation 
expansion, summary internalization”, it is the guarantee of realizing the quality of the classroom. In the process of these three 
questions and three learning practice operation, make full use of quality classro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form an organic whole, 
which	reflects	 the	leading	role	of	 teachers,	and	highlights	the	main	position	of	stud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biological scienc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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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生物品质课堂下的“三问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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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问三学”，即“设问——预学”“深问——研学”“追问——验学”。通过设问基础知识，达到“定标导学，预习先
行”，它是实现品质课堂的基础。通过深问组织学生研学活动，探究核心问题，实现“精讲释疑，师生同行”，它是实现
品质课堂的关键。通过追问解决新问题，组织学生验学活动，实现“评价拓展，小结内化”，它是实现品质课堂的保证。
在这三问三学实践运转中，充分利用品质课堂信息技术，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即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突出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全面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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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在此背景下，

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品质课堂提出来了。三问三学是在一节品

质课堂里以有效问题为主线，按“预学→研学→验学”三个

教学环节组织教学，使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快乐地掌握知

识，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高效学习

的教学活动。问题导学是把教学目标问题化，把问题活动化，

把活动任务化，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主学习、合作探究、

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培养技能，升华情感，充分体现新课

标中关于“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思维为

主攻”的教学原则 [1]。

2�初中生物品质课堂的评价标准——育人、
乐学、高效

学生通过合作、讨论、探究的自主学习方式学会知识

的课堂，才能评价为合格的品质课堂。这为学生终生学习、

终生的处事态度与方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学生受益无

穷。“乐学”的课堂，才是具有高品质的课堂。教师想方设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对学习行为产生持久的兴

趣，保持浓厚的求知欲，享受与人合作、交流和探究的快乐，

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健康成长。优秀的品质课堂，

应该是高效的课堂。要求教师对课程标准的把握是精准的，

对学生的情况是熟知于心的，对学生学习内容的确定是精心

的，对学习目标制定是分层、符合不同学生学习能力的 [2]。

打造初中生物“品质课堂”，就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坚持有教无类、素质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依据

课程标准， 以发展学生生物核心素养为目标，突出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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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突出充分发挥学科育人功能、突出信息技术与学科

教学深度融合、突出提升教师素养、突出多元评价。

3�初中生物品质课堂“三问三学”的内涵

初中生物品质课堂“三问三学”的内涵见图 1。

教师将常规教学中的“备课、上课、检测、评价、作业”

五个环节优化为“三环三学”，而且在这三个环节中，始终

以有效问题组为主线串联整节课，使一节课按“设问预学环

节→深问研学环节→追问验学环节来组织教学。这不是简单

缩减了教学环节，而是构建在多媒体等智慧助力下，学生开

展自主、合作、愉快的智慧学习策略。“三问三学”生物品

质课堂，即“设问——预学”“深问——研学”“追问——

验学”三个环节中，围绕有效问题导学，利用智慧课堂的平

台，全面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在设问预学环节中，以

问题为线形成智慧学习任务包裹，智能平台推送，实行初学

基础问题，以实现定标导学和预习自学。在深问研学环节中，

平台发送有深度的核心学习问题，学生以小组合作进行探究

性学习，解决疑难，强化重点，简化难点；再通过互评模式，

进行互评点赞，实行即时化的评价与学习，以实现精讲释疑、

巩固提升。在追问验学环节中，问题习题化，习题游戏化，

通过闯关游戏，进行实时分层练习，用智能平台进行大数据

统计，快速获取不同阶层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针对指导和

评讲，或提出可延伸课堂的新问题上传到网络智能平台，实

行灵活、跨时空学习，以实现评价拓展，小结内化。这样三

问三学下的品质课堂不仅实现了课堂减负提效，也促进了课

堂建设和发展。

3.1�设问——预学
通过设计有效问题，引导学生进行预学，是提高学生

的知识储备，激发学生课堂学习激情，是实现三问三学高效

品质课堂的重要基石。

3.1.1 智慧学习任务包裹
生物学是学生进入到初中阶段才接触到的学科，关于

生物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课本外的生物学知识还比较欠缺和

薄弱。让学生自行预学，学生也只能从课本上获取相关知识。

所以，他们了解到的生物知识面会比较窄。在上课之前，我

们通过网络平台，向学生发送智慧学习包裹，里面包括一些

课外小知识、图片、PPT 的介绍和微课等，让学生能够对即

将学习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从而为课堂的顺利进行做了铺

垫。同时，学生通过智慧学习包裹，也拓宽了自身在生物知

识的视野，形成具有良好生命观念、严谨科学思维的生物学

学科素养。

3.1.2 初学基础问题
由学生进行初学基础问题，这里包括了两个方面：定

标导学和预习自学。

①定标导学。即确定课堂学习目标，明确目标进行有

效导学。漫无目的地学习收获甚微，有了明确的目标后进行

预学可以更高效。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对本节课的

重难点有明确的把握，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并将重难点

演化具有启发性思考的问题向学生提问，引导学生进行有效

预学。教师也可以利用团队的力量，同科组的老师要多进行

集体备课，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反复斟酌，力争每节课内的

每一个问题都能启发学生的思考，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达

到高效预学。

②预习自学。即通过教师定标导学的问题，学生明确

了学习目标，进行有效的预习自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学

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大部分学生通过自主预

学可以对相对应的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

教师有针对性地定标导学，通过一些有效问题，可以帮助学

生进行自学，从而实现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以教辅学”

的高效课堂。

3.2�深问——研学
通过对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和

理解，实现能力的提升， 是三问三学品质课堂的核心环节。

通过智慧交流平台，教师将重难点设计成能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合作探究的问题，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利用团队

的力量攻克知识重、难点。与此同时，学生也可以将自己个

人或者小组的学习、探究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使教与学的

交流更加密切，实现以教辅学，以教促学，更好地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 [3]。

图 1�初中生物品质课堂“三问三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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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精讲释疑。即教师讲解的内容不要泛泛而谈，

要有选择性、针对性地进行精准讲解，帮助学生解答疑惑。

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小组合作成果进行及时地评价、分析，结

合不同学生的情况进行重点讲解，更好地为学生解答疑惑，

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从而实现高效课堂。

第二，巩固提升。在教师进行精讲释疑后，还可通过

问题设疑，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巩固提升。一

般如下几种形式：①通过问题引导学生总结知识导图，形成

系统的知识框架；②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小组交流，通过

小组交流进行小结归纳；③通过综合性较强的题目让学生进

行自我检验，在检验过程中达到巩固提升的效果。

在研学过程中，通过层层深入的问题串，帮助学生逐

步深入学习课本知识，并通过教师对问题的精讲释疑和学生

的巩固提升，实现课堂的高效。

3.3�追问——验学
利用有效问题进行追问验学，使课堂得到高效、精准

的反馈，培养学生更加全面的生物科学素养，是三问三学品

质课堂中检验、反思的环节。利用智慧平台进行数据处理，

学生的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及时地反馈。学生在学的同时，也

参与了教的环节，实现学生之间的帮扶，让学生在师徒帮扶

中积极活跃地参与课堂。

①评价拓展。利用有效问题进行追问验学，在课堂上

利用有针对性的，全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及时地检验，教

师再对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及时地诊断和反馈。这环节中最

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及时地评价、鼓励和对知识的拓展。教

师有智慧、鼓励性的评价，对学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

有助于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激励学生全面发展，让课堂充

满欢乐和温情。

②小结内化。这一环节里我们提倡多让学生自主进行

小结内化，将课堂交给学生，避免变成教师的“一言堂”。

教师要通过智慧平台巧设问题，为学生构建一个平等互动的

交流平台，学生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表达自己一节课的收获

和感受，逐渐对自己掌握的内容进行小结内化，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地位。

4�初中生物品质课堂如何实施“三问三学”

在高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品质生物课堂中，依据“三问

三学”教学策略，课前教师可通过智慧教学平台提供的学生

作业、成绩分析等，精准掌握第一手学情资料，并依次设定

恰切的教学目标。预学阶段推送以设问基础知识形成的智慧

学习包裹（微课、课件、图片、导学案文本），以便指导学

生自主预习。研学阶段侧重学生的“展示与分享”，利用智

慧交流平台，组织探究核心问题的研学活动（如自主深学、

小组合作、实验探究等）。在探究核心问题中，促进学生合

作探究、分析解决问题，提升学生对问题理解深度和处理能

力，以巩固提升学生各层面能力。教师在活动中做好组织、

引导、点拨、释疑，实行“精讲释疑，师生同行”。验学阶

段依托智慧数据处理追问解决新问题，组织学生验学活动

（当堂检测、游戏、学习分享），教师也可依据课堂生成针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推送个性化课后辅导。例如，单独录制讲

解微课推送给学生，学生可利用空余时间反复观看；也可以

在平台发布课后总结，与学生共同讨论、质疑，以动态的、

跨时空的便捷方式，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实现“评价

拓展，小结内化”。

①在生物新授课中，依据“三问三学”教学策略，利

用层层深入的有效问题串引导学生思考，着力推进生物课堂

的自主性、合作性、趣味性和高效性，让学生在愉悦欢快的

氛围下主动参与课堂学习。

②在生物中考复习课中，围绕“三问三学”教学策略，

研学中对核心知识回顾之后注重验学的知识反馈，利用智慧

即时收集功能，生成课堂数据，进行检验式、游戏化的中考

复习课的教学探索，以便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进行针对性强、

高效的中考复习策略。

在品质课堂教学过程中始终以学校构建的信息技术平

台为支撑，围绕系统化的问题串设计突出学生主体性、交流

互动立体化的活动方案。要时时收集动态的学习数据和挖掘

分析，对学生学习全过程及效果进行数据化呈现，依靠数据

精准地掌握学情，有的放矢地安排及调整教学。配合使用多

种多媒体教学设备，使教学内容呈现优化，不仅为学生提供

形式多样的富媒体资源，包括微视频、电子文档、图片、语音、

网页等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而且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特

点和差异，智能化地推送针对性的学习资料，满足学生富有

个性的学习需要，帮助学生固强补弱，提高学习效果。同时，

借助云端平台实现师生、生生之间不分时间、地点的全时空

持续沟通。并采取动态伴随式学习评价，包括课前预习测试

与反馈、课中实时检测评价与即时反馈、课后作业评价及跟

踪反馈，从而实现即时、动态的诊断分析及评价信息反馈，

重构形成性教学评价体系。教师在使用数据分析、评价反馈、

交流互动和资源推送等智慧手段中提升个人教学技能，不断

完善教学方案，实现学生与多媒体设备良好的互动关系，目

的是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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