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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阶思维能 力 的 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
——以

“

细胞的生活
”

教学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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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

细胞的 生活
”

教学 为例 ， 阐述 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的理论依据及教学过程 。 问题探究式

教学 强调创设 问题情境 ，
指导学 生 实验与探究 ；

组织 学 生深度研讨 、相 互评价 ；
拓展思路 、 迁移运 用 及

实践创 新所学知识 ，在分析 问题 、解决 问题的过程 中 ， 培养学 生的 高 阶思维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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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 （ 下

文简称
“

课程标准
”

） 明确提出义务教育阶段 （ 下文

简称
“

初 中
”

） 生物学课程 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学生

的生物科学素养 ，提高学生观察事物 、思考问题 、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 以及 团 队合

作能力等 。 为 了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及义务教

育生物学教学质量 ，有必要在初 中生物学教学 中实

践与研究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策略 。

１ 概述高阶思维能力

目前学界对于高阶思维能力概念 尚无统一的

界定 。 美国著名 教育学家布鲁姆学派将思维 由低

至高分成记忆 、理解 、应用 、分析 、评价和创造等 ６

个层次 ， 其 中 ， 分 析 、 评 价 和 创 造 属 于
“

高 阶思

维
”

ｍ
。 我 国学者钟志贤教授的高阶理论认为 ， 所

谓的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的心智活

动或认知能力 ， 高阶思维能力 主要 由 问题求解 、决

策 、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 ４ 大能力构成
［
２

］

。

中学生物学课堂教学应发展学生 的分析 、评价和创

造能力等高阶思维能力 （ 表 １
） ，
以满足社会发展及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

美国著名教育家 、哲学家杜威认为 ， 思维 的过

程是一种事件 的序列 链 。 由 反思生成问题 ， 经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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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批判性思维而得到具体的
“

可 以证实的结论
”

。

高阶思维不是 自 然发生的 ， 而是 由
“

难题
”

或
“
一些

困惑 、混淆或怀疑
”

引 发的 。 问题的本质决定 了思

考的结果 ，思考的结果控制着思维的过程 。 高阶思

维的发生即
“

反思
＿

问题生成一探究 、批判
一

解决

问题
”

的过程
［
３

］

， 由此可见问题之于思维的重要意

义 。 高阶思维能力 的培养需要问题解决式学 习 的

支持 （ 表 １
） 。

表 Ｉ 例析高 阶思维

目标层级 定义 举例

分析

确定组成部分之

间的本质属性和彼

此之间的关联程度

探究
“

种子萌发需要 的

外界条件
”

时 ，能先考虑需

要哪些外界条件 ， 再逐一

分析其与种子萌发的关系

评价

根据标准对评价

对象的各方面进行

测量 ， 最终形成一

个可靠的判断过程

能从食品 安全 、经济效

益 、生态平衡及对人体长

远的健康等方面正确评价

转基因产品

创造

按照预先设定的

目 的 ， 利 用可用 的

信息 、 要 素重新组

织形成新的模式

能利用适 当 的材料 ， 制

作不同于教科书或他人的

细胞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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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造

图 １ 高 阶思维能 力培养的 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

３ 例析初 中 生物学 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

本文以人教版 《生物学 ？ 七年级 ？ 上册 》

“

细

胞的生活
”

教学为例 ， 阐述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

的初 屮生物学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 。

３ ． １ 探究
“

细胞的 生活 需要物质
”

３ ．１ ． １ 创设问题情境 ，开展科学探究 ，激发高阶思维

导入环节 ，让学生带着 问题
“

人体进行各种生

命活动时必须不断地从外界获取物质和能量 ， 那 么

细胞进行生命活 动 时是不是也需要物质 和 能量

呢 ？ 

”

观看视频 《细胞的生活 》 ，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

产生探究
“

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和能量
”

的欲望 。

提供西瓜 、牛奶 、虾米 、花生等探究学 习 资源 ，

组织学生进行品尝西瓜与虾米 、查看牛奶盒文字说

明 、摁压花生仁等一系列活动 ，探究
“

细胞中含有什

么物质
”

，指导学生根据实验现象并联 系生活实际

说出细胞中含有水 、无机盐 、糖 、蛋 白质等物质 。 接

着 ， 指导学生观察
“

品红块溶于水
”

的演示实验 ， 思

考与讨论 ： 品红块去哪了 ？ 水为什么 由无色变成 了

红色 ？ 并指导学生观看动画 《 品红块溶于水 》 ， 直

观 、形象地认识
“

物质 由分子构成 ，分子是不断运动

的
”

。 进一步提出探究问题 ： 细胞真的含有水 、无机

盐等无机物及糖 、 蛋 白质 、脂质和核酸等有机物吗 ？

指导学生观察 《树叶燃烧 》演示实验视频 ， 并讨论 ：

树叶燃烧时 ， 颜色发生变化吗 ？ 你认为树叶能燃烧

的部分是什么物质 ？ 剩下的灰烬是什么物质 ？ 学

生通过思考与讨论 ， 形成
“

细胞 中 的物质可 以分为

水 、无机盐等无机物和糖 、蛋 白质 、脂质和核酸等有

机物两大类
”

的认识 。

创设探究问题情境 ，指导学生开展实验探究活

动 ，
以激发学生综合 已有 的知识与经验分析 问题 、

解决问题等高阶思维能力 ，建立与理解重要概念 。

３ ． １ ． ２ 引导深度讨论与互评 ，培养高阶思维

基于学生对
“

细胞 的生活需要无机物和有机

物
”

的认识 ， 教师提出开放性问题 ：这些物质可 以 自

由地进出 细胞吗 ？ 请尝试运用生活实例说明 。 学

生 以 ４ 人学习小组开展讨论 ， 得出
“

有的物质可 以

自 由进出细胞
”

， 例证是 ： （
１

） 用盐腌制黄瓜 ， 发现

黄瓜 由无味变咸 ， 说明盐进入黄瓜细胞 中 ， 而且黄

瓜四周 出 现水 ， 说 明 水 可 以 由 黄瓜细 胞 中 渗 出 ；

（
２

） 新鲜 的青菜是硬挺的 ， 过
一段时间萎蔫 了 ， 若

将萎蔫的青菜泡在水 中 ，

一段时间后 ， 青菜又硬挺

了 ，可见水可 以 自 由进出细胞 。 指导学生小组合作

设计
“

探究除水之外其他物质能进 出 细胞
”

的实验

方案 ， 以是否明确实验材料 、实验用具及实验变量 ，

正确设置实验对照组 、选择实验对象及实验步骤等

作为评价标准 ， 对实验方案进行学生小组 内 自 评 、

小组间互评及师评 ，鼓励学生提出改进建议 。 播放

课前拍摄的 《物质进 出 细胞 》演示实验视频 ， 帮助

学生反思 、修正所设计的实验方案的不足 ，建构
“

细

胞膜控制物质的进出
”

概念 。

１ １ ？

教 学 研 究

２ 概述 问题探究式教学策略 中 ， 尝试实践与研究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 问题探究

根据杜威高阶思维发生理论及课程标准有关式教学策略 （ 图 １
） 。

“

科学探究
”

的教学要求 ， 笔者在初 中生物学教学

问题探 究式教学过程教 师组织与 引 导学 生 自 主探 究 学 习高 阶思 维能 力 培养

维思

用

新

Ｉ

运

创

高

展

践

展

拓

实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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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设探究问题情境 ， 激发学生发散思维 ，

设计多样化的实验方案 ， 并进行深度讨论与互评 ，

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提高科学探究能力 。

３ ． １ ． ３ 拓展思路 ，迁移应用 ，发展高阶思维

创设拓展性 问 题 ： 为什么 吃 葡 萄 干时会感到

甜 ？ 请说明理由 。 学生分析讨论得出 ： 细胞膜控制

物质进出 ， 葡萄细胞中的水分子通过细胞膜散失到

空气中 ， 而糖类物质并未通过细胞膜散失 。

通过创设拓展性问题情境 ，促进学生在迁移运

用所学知识的同时 ， 深化 、 内 化知识 ， 发展综合应用

知识的能力和创造能力 。

３ ． ２ 探究
“

细胞生活需要能量
”

３ ． ２ ． １ 创设递进式问题 ，探究求解 ，激发高阶思维

呈现有关能量类型图片 ，创设递进式问题链情

境 ： 能量的形式有多种 ，请说明 图 片 中的太阳 、行驶

的汽车 、 火焰和蜡烛中的能量分别是什么 ？ 蜡烛燃

烧产生的能量是 由什么能量转变 的 ？ 其在什么条

件下才能转变 ？ 并指导学生观察 电动玩具车 ，思考

与 讨论 ： 电动玩具车的动能来 自 哪里 ？ 是什么结构

使得电动玩具车实现能量的转化 ？ 学生通过拆卸

玩具车探究问题答案 ： 电动玩具车的动能是 由 电池

的 电能转化而来的 ， 发动机是转变能量的结构 。 进
一

步指导学生运用类比法深人探究 ： 人体的能量转

换器是什么 ？ 植物的能量转换器是什么 ？ 播放 《细

胞的能董转换器 》 视频 ， 指 导学生观看 、 讨论 ， 得

出 ： 植物细胞中 的叶绿体能将光能转化成化学能 、

线粒体能将化学能转化成生命活动所需 的各种能

量 ；线粒体是动物 、植物 皆具有的能量转化器 。 从

而建立与理解
“

细胞 的生活需要 能量
”

这一重要

概念 。

通过创设递进式问题链 ， 为学生搭建深度学习

的脚手架 ，促进学生 由浅人深地观察 、动手操作 、讨

论与分析 ，鼓励学生根据已有知识与经验提出有创

意的想法 ，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与 创造

能力 。

３ ．２ ． ２ 巧设思辨性问题 ， 激发批判性思维 ， 培养高

阶思维

创设思辨性问题 ： 从生态学角度分析 ， 生态系

统中流动的能量最初来源于植物吗 ？ 请说明理 由 。

学生开展论证式探究活 动 ： 有 的 小组支持此观点 ，

认为
“

植物产生的有机物可以为 自 身及动物提供化

抬各ｆ


＇

＿＿ 呀 究


学能
”

；有的小组持反对意见 ， 认为
“

能量最初来源

于光能 ， 因为植物的化学能是由光能转变而来的
”

。

双方据理力争 ，在质疑 、辩驳中达成共识 ： 生态系统

中能量最初源于太阳能 。

通过创设思辨性问题情境 ， 指导学生开展论证

式探究活动 ，有理有据地质疑与论证各 自 的观点 ，

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与论证探究能力 。

３ ． ２ ． ３ 拓展练习 ， 建立科学本质观 ， 发展高阶思维

指导学生完成拓展性习题 ：黑人运动员 的奥运

会 １ ００ 米比赛成绩优异 ， 研究表明
“

黑人肌肉 细胞

内线粒体数量平均值高于其他人种
”

，你认为黑人

运动员肌肉细胞 内 的线粒体数量与其奥运成绩有

什么关系 ？ 学生小组讨论 、分析此问题的科学性 。

有的小组认为 ： 线粒体是能量转换器 ， 能将细胞 内

有机物 中 的能量转换成生理活动所需要 的能量 。

线粒体越多 ，单位时间 内转换的能量越多 ， 使得人

的爆发力 越强 ， 因此跑得就越快 。 有 的小组则质

疑 ： 黑人运动员跑得快是与其骨骼 、肌 肉 及足 弓 弧

度等有关 。 鼓励学生勇 于质疑的 同时 ，指导学生基

于
“

线粒体是能董转换器
”

的视角 解释黑人运动员

百米竞赛成绩优异的原 因 ， 并让学生知道
“

知识不

是永恒的真理
”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许多理论 、

观点被修正甚至推翻 。

通过拓展性练 习 ， 促进学生迁移应用所学知

识 ，培养不盲 目迷信
“

权威
” “

书本
”

及
“

知识
”

， 科学

地作出分析与判断 ， 提高分析 、评价及创造等高阶

思维能力 。

４ 反思与总结

问题探究式教学将教学内容问题化 ， 指导学生

充分利用教师提供的学习 资源 ， 开展实验探究 、论

证式探究等形式多样的探究性学习活动 ， 培养学生

的分析 、评价与 创造等高阶思维能力 。 为此 ， 教师

应根据学科课程标准要求 、具体教学 内容和学生认

知水平 ， 创设有针对性的 、真实的 问题情境 ， 促进问

题探究式教学达成预期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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