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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ciency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ased on the large unit teaching
of “Rang Xue Yin Si”, teachers can integrate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large units, scienti�cally penetrate the idea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start the program of “Rang Xue Yin Si”, expand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of large units, internalize the “Rang Xue Yin Si”,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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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基于“让学引思”的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教师可从对大单元教育资源进行整
合，科学渗透让学引思理念；创设大单元教学情境，将“让学引思”程序启动；拓展大单元教学训练，内化“让学引思”
等方面着手，为广大教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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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单元指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通过整体与系统的思维

整合组织教学内容，通过多种方法引导学生自主经历分析、

质疑和探究的环节，促进其掌握有关的知识技能，发展其核

心素养。然而，当前阶段不少生物教师对于“让学引思”有

关的内容了解不足，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论文基于“让学引思”教学应遵循的原则，提出相应

的教学策略。

2 基于“让学引思”的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
应遵循的原则

2.1 主体性原则
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基于“让

学引思”开展教学活动首先要遵循主体性原则，转变教学理

念，尊重其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1]。对主体性

原则进行贯彻时，教师要给学生更多信任，给其提供更多参

与学习活动的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2.2 趣味性原则
基于“让学引思”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需要教师遵循

趣味性原则，这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途径 [2]。和枯

燥无味的学习过程相比，趣味性的教学活动可以确保学生学

习过程中比较活跃，促进其学习效率不断提高，对学生全面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3 民主性原则
基于“让学引思”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还需要教师遵

循民主性原则，因为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

关键。因此，教师要致力于打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确保

师生关系平等、教学环节和谐。以该原则为基础，对学生自

由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通过打造和谐的民主氛围，

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其有兴趣自我表现。

2.4 开放性原则
基于“让学引思”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需要对教学的

动态性与开放性进行明确，避免构成封闭性的教学系统 [3]。

以该原则为基础，教师要将丰富的教学内容引入，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开阔其视野，对发展学生能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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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进作用。

2.5 激励性原则
基于“让学引思”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不同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生的体验。这表明“让学引思”教学

活动具有较强的激励性。通过让学生在学习中成功体验，增

强其学习自信，调动其参与后续学习活动的积极性。

3 基于“让学引思”的初中生物大单元教学
对策

3.1 对大单元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科学渗透让学引

思理念
教师开展生物教学活动时，对于大单元教学，还必须

对资源进行整合，不可将眼光局限在单课时和单小节方面，

应基于大单元的整体角度，对单元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挖掘，

对大单元教学框架进行合理构建，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挖

掘，给生物课堂的“让学引思”提供有利的条件。一方面，

教师要全面的挖掘教材内容。教师开展大单元教学活动时主

要的内容应为阶段性教学，全面的解读大框架，以核心知识

为基础，基于大框架知识整合与筛选教学资源，完善教学体

系 [4]。和传统单个知识的不同，教师要全面挖掘整体性较强

的教材内容，突出生物新空间知识的联系，确保学生可以将

碎片化的生物知识整合起来，让学生的生物学习流程逐步被

简化，让其准确的理解所学的知识点。另一方面，引入“让

学引思”策略。以大单元这一教学结构为基础，突出了生

物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表象联系，促进学生有目的地探讨生物

学科的新知识，为学生打造思维的台阶，为教师将“让学引

思”这一教育理念引入教学提供优良的条件。教师要对“让

学引思”这一教育的内涵进行把握，降低其学习生物知识中

不必要的思维干预，通过生物教学留白的方式让学生学习，

给其提供更多思考与合作学习的空间，激发其学习大单元思

维的积极性。教师要以驱动问题和启思问题和研学课题等方

面为基础，给学生提供引导，让其对思维程序进行深度学习，

从而取得良好的“让学引思”效果。比如，教学“生物圈中

的绿色植物”这一大单元时，教师结合教材内容，立足单元

主题，可以编排三大模块的核心知识，即绿色植物的生物结

构、生物功能及其在生物圈的重要性，各模块又包含较多的

内容。比如，学习绿色植物的生物结构时，对绿色植物的结

构特点进行探究，如花、根、茎等；对于教学绿色植物生物

功能这一知识点，教师要明确教学的重点为光合作用、呼吸

作用和蒸腾作用等，教师要全面了解教材内容，对单一知识

点进行整合，基于结构和功能观这一生命观点，对绿色植物

的功能特点和结构特点，重组处理单元教学内容，在对比学

习中“完成让学”组织，让学生就绿色植物特点如何决定功

能属性开展合作分析工作，引导其对植物细胞的功能和结构

进行构建，确保其可以系统且立体的打造完善的单元知识体

系。纵观教材内容实际情况可知，可借助主体单元对相应的

教学内容进行呈现，突出主题特点。教师要整合大单元教学

方案，以生物学科的知识点为基础完成删减与重构工作，在

教学框架中整合碎片化知识，对“让学引思”的机制进行合

理渗透，引导其自然生成与前移应用生物知识 [5]。

3.2 创设大单元教学情境，将“让学引思”程序启动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要结合大单元的教学目标与知识点

为基础，对多样化的生物教学情境进行打造，营造生动与活

泼的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积极性，全面

的挖掘学生学习生物学科的潜能，改善其学习人之品质。一

方面，打造良好的单元学习氛围。教师要提高对趣味化教学

设计的重视，对大单元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分析，科学选择

教学对接点，创意设计和生物课堂有关的教学情境，将趣味

性的教学元素融入大单元教学组织，打造轻松与活泼的课堂

氛围，促进学生产生主动学习大单元的积极性。通过立足生

物学科的教学特点，创设多元化的情境，如问题情境、故事

情境、游戏情境等，这些对学生学习生物学科知识，生物能

力成长均具有促进作用，教师要合理的把握情境教学的价值，

打造多样化的学习情境类型，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保护生物

课堂 [6]。另一方面，设计“让学引思”目标。教师以“让学

引思”为基础，增强其主动性和自主性，全面释放其学习思维。

因此，教师要设计准确的“让学引思”目标，确保学生开展

教学活动时以生物课堂大单元教学为核心知识，加大力度探

究所学的知识，完成新知的构建。教师对“让学引思”教学

目标进行设定时，要对多维性进行凸显，强调学生全面了解

生物规律和概念，重视让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对学生生

物学科的多元思维进行塑造。比如，教学“生物圈中的人”时，

教材中大单元的知识点比较广泛，很难通过几个教学目标完

全概括，需要教师以大单元教学进度为基础开展教学活动，

对教学目标和学习任务进行分阶段和分层设计。比如，教学

“人体的营养”时，教师应和学生的饮食与生活结合，创设

多样化的教学情境，将生物单元的学习认知当作起点，科学

设定“让学引思”的教学目标，确保学生分析并归纳总结不

同食物中有哪些营养物质、对人体消化系统的构成进行探究，

让其通过生活经验迁移学习，促进其进一步了解所学的知识。

又比如，教学“人体的呼吸”这部分内容时，教师要高度重

视创设教学情境，结合播放短视频、肺部呼吸生物模型生动

形象的给学生清晰的展示吸气和呼气的过程，促进学生生物

课堂学习的直观认知逐步得到强化，为其深度学习本节课的

知识起到促进作用。众所周知，教无定法，教师开展教学活

动时要以课堂动态学习情况为调整依据，顺应学生课堂学习

的需求。同时，对学生的学情，如学习心理、认知特点和经

验技术等，对不同课时与不同章节的“让学引思”目标进行

梯度化设计，灵活选择具有较高契合度的情节教学方式，为

学生学习生物大单元知识奠定良好的基础，降低学习难度。

3.3 拓展大单元教学训练，内化“让学引思”
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要重视培养学生生物学科实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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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也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 [7]。同时，对单一

教学设计进行创新，确保可以有深度且有广度的开展大单元

教学训练，确保学生可以灵活的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

对其内化所学的生物知识具有促进作用，促进其应用能力和

应用意识不断提高。一方面，创新单元训练设计。教师要在

“双减”背景下改革传统的题海战术的训练方法，通过精

题精练等多种方法降低学习压力，提高其作业训练的效率。

教师要延伸大单元教学的训练域度，对单一训练设计进行创

新，以减负增效为基本目标，全面整合质量较高的学科训练

资料，设计典型与针对性的作业，确保学生可以对更多生物

学科的知识点进行迁移，打造完善的生物知识体系。此外，

科学开展训练活动设计，引入趣味性的游戏和生活实践，丰

富单一训练的形式，提高单元训练学习的效率。另一方面，

对“让学引思”这一实践活动进行组织，开展“让学引思”

有关的活动，促进其对生物知识有关的方法和场景进行体

会，对其内化生物学科的知识起到推动作用。教师要明确，

生物学科的知识贴近学生的生活，教师要对该学科的属性进

行合理的利用，从多个不同角度和多个层面着手切入生物实

践方面的学习活动组织，为其打造具有较强生活气息的实践

应用和自主思考学习平台，提高其生物学科思维的深度和广

度，提升其学习生物学科的学习力 [8]。比如，教学“生物的

多样性及其保护”时，该单元与其他不同，教师从以往的知

识目标向能力目标转变，对单元训练设计进行创新，高度关

注培养其实践能力。比如，“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这部分内

容教学后，教师可布置拓展性较强的作业，让学生通过多样

化的途径完成生物多样化知识的搜索工作，立足本单元的教

材内容，对生物多样性的方法进行总结与分析，促进大单元

学习深度不断提高。

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对教学目标的侧重点进行

调整时需要考虑教材内容，确保可以在课下与课中设置具有

较强启发性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得到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

给其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全面发挥“让学引思”的赋能作

用，促进其知识面不断拓宽，确保其可以得到丰富的感性认

知素材知识，促进其对单元知识内容进行掌握。

4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以“让学引思”的理念为基础，基于

大单元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设计，促进生物教学更具关联性、

体系性与整体性，避免其在学习中受到繁杂知识点的困扰，

全面提高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开展初中生物教学活动时，

教师要强化“大教学”意识，整合教学内容时要从更高与更

广的视角进行，对多样化的大单元教学内容进行设计，全面

体现大单元教学的价值，促进学生学习能力不断提高，对其

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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