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９２ ／ 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７３４１．２０２４０９０５５

深度学习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的应用研究

胡美洁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深度学习模式下，需要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主动加工和深度理解，

同时持续性学习反思，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如知识应用、分析、学习、评价、再创造能力。 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

中引入深度学习模式，可以构建高效课堂，促进生物教学质量的提升，引导学生对生物知识进行深度分析和了解，强化生

物知识学习能力。 文章主要对深度学习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中的应用策略进行分析，旨在进一步提升高中生物学研学

课堂教学质量，为高中升学教学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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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属于科研性学科，且包含大量的生物实验，以往

高中生物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难以满足新时期生物教学

需求。 教师需要结合教学目标需求，创新教学理念，构建

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引进深度学习模式，帮助学生形成

良好的学习状态，并加大生物知识分析和思考，促进学生

科研精神的有效性培养。 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建设中，

教师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优化课堂设计，强化合作学习，创

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生物学科素养的有效培养，

为研学互动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深度学习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中的应用意义

深度学习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状态，意在引导

学生主动加工所学知识，对其进行深度理解，持续性反思，

同时发展更高阶的思维，如对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应用、评

价和创造，深刻把握知识内在结构，并形成深刻性、批判

性、创造性的思维品质，确保学生始终保持热忱的学习态

度和学习情感，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合作、探究、追

问、展示等，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去，强化深度学习

体验，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高中生物科学概念较

多，且晦涩难懂，所包含大量的实验操作，实验流程复杂，

整体学习难度较大。 传统的生物科学教学中，教师仅进行

知识灌输，学生只能被动记忆，难以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度

分析和理解，学习过程中的反思较少，导致学生思维僵化，

难以有效提升生物学科素养，这是一种浅层学习模式，已

经不适用于新时期社会发展需求。 深度学习是一种高阶

思维，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取知识，还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

知识进行深度理解，同时主动构建、加工、迁移知识，有效

提升学科素养。 在深度学习模式下，教师需要强化学生对

生物知识基础和学习过程的掌握，鼓励学生主动构建生物

知识框架，能够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同时要定期组织开展

生物小组实验活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打

造生物研究课题，有效培养学生的生物研究精神与合作能

力，进一步强化深度学习效果。 深度学习在高中生物学研

学课堂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一，生物学习自身

特点的要求，高中生物学科的学习难度较大，存在很多晦

涩难懂的生物概念和实验，学习难度较大，需要学生进入

深度学习状态，全身心投入学习过程中，才能提升学习效

果，对生物知识进行灵活应用和迁移。 生物学习知识与生

活保持紧密联系，需要在研学课堂中引入深度学习模式，

才能让学生对生物知识进行优化应用，并在思辨中逐渐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保障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性

培养。 生物学包含大量的演绎推理、生物技术伦理等批判

性思维，需要学生通过深度学习进行深刻领悟，有效锻炼

学生的科学思维［１］ 。 第二，培养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创

新型人才是新时期新课标改革的重要目标和需求，在此背

景下，需要强化对创新人才的大力培养，尤其是在高中教

育中，需要充分承担自身的责任，创造创新的土壤和环境，

并在研学课堂中引入深度学习机制，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为创新人才的有效性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新课标逐渐得到有效应用，对学生

核心素养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引入深入学

习理念，有助于强化学习能力，拓展学生逻辑思维和科学

思维，助力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品性。 第四，优化教育学

生态建设，在教育生态学理念下，真正的教育需要直面生

命，满足生命发展需求，提高生命质量。 在高中生物学教

学中构建研学课堂，符合生态规律，突出学生终身发展理

念的重要性，增加课堂教学活力。 在研学课堂中引入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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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可以活跃课堂氛围，引导学生小组合作，在问题

导学、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等教学手段的引导下，创新教学

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自主活动，让学生自

主探究知识、思想、方法，促进学习思维品质的全面提升。

二、深度学习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中的应用策略

（一）通过追问构建高效课堂

在生物学研学课堂构建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生物学

科教学特点，优化教学设计，深度分析教材内容，明确教学

设计切入点，做好研学规划设计；结合学生的学情，通过追

问的形式进行教学设计，以问题串联形式，引导学生逐步

进行深度思考。 在此过程中需要确保问题设计的科学性

与合理性，与学生最近发展区接近，从基础内容切入，逐渐

加大问题难度，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理解。 同时还需要

在问题引导下，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思考、主动思辨，在合作

小组的共同讨论下，协同解决问题，并在展示中对问题进

行完善。 之后，教师需要结合问题完成情况，适当追问和

补充，也可以鼓励学生提出新的问题进行再次讨论，保障

研学课堂的高质量构建，真正实现教与学的协同性发展。

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发动思维，积极参与

教学活动，让学生始终保持良好的思维状态，始终处于深

度思考和反思中，真正实现知识升华［２］ 。

例如，在学习《细胞生活的环境》知识内容时，教师需

要结合教学目标要求，引导学生对该章节的知识内容进行

阅读，以便对细胞生活的具体环境进行初步了解，为后续

教学实施做好铺垫。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设置相关问

题，由易到难，逐步引导学生对该章节知识进行深入思考

和理解，如：什么叫体液？ 血液全是体液吗？ 在这些问题

的引导下，学生发散思维，进行反思，同时教师需要为学生

预留充足的自由时间，鼓励学生相互讨论，加深认识。 确

保学生对以上问题都了解后，教师需要增加问题难度，如：

组织液、血浆、淋巴液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血细胞内环

境是怎样的……通过持续性加深问题难度和深度，引导学

生逐层深入思考，既可以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进行热烈

讨论和深度思考，又让学生在思考问题的同时对所学知识

进行深度解读；然后鼓励学生进行集体讨论，实现知识迁

移和内化，促进知识掌握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后续实践操

作能力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追问方式的实施，引导学生展开思维拓展，助力学生

发散思维，进行学习反思和深度思考，强化学习体验感。

通过追问，还可以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搭建课堂互动桥梁，

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在互相讨论中发出思想碰撞的火

花，让学生茅塞顿开，真正实现认知升级。 教师追问、学生

思辨、互相配合、双向互动、构建科学可行的研学体系，构

建高效课程。 另外，教师有更多前瞻性思考，还能够带来

更多个人及课堂教学发展的动力。

（二）合作学习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教育中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

合作探究学习能力，引导学生良好学习品质的形成，推动

学习效果的全面提升。 在具体教学中，需要结合实际学

情，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展开集体讨论、合

作学习，这样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有效锻炼其合作

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增进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

间的和谐关系。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各抒己见、分享

经验，真正成为学生深度学习的重要途径，同时探究学习

模式下，能够最大程度上调动学习内驱力，提升学习体验。

例如，在学习“内循环稳态的重要性”时，在正式上课

之前，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向学生提出以

下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同一个人 ２４ 小时内体温是怎

样变化的？ 体温变化与气候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来源于

生活，与学生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与将要学习的知识

内容存在紧密联系［３］ 。 在此基础上，教师需要深化问题难

度，如：内环境中的化学成分是如何变化的？ 内环境稳态

是如何实现的？ 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学生组建合作小

组，共同开展实验进行研究，通过探究式合作教学模式的

开展，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集体讨论，强化学习体验，引导学

生进行深入思考和反思，在小组成员之间形成思维碰撞，

强化学生创新创造能力和思维的培养，发挥学生的主体意

识，培养学生的思考意识，锻炼实验研究能力，促进生物学

研学课堂的高质量进行。

（三）强化知识理解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包含大量的概念，知识点较多，

在以往的生物教学中，教师往往仅让学生背诵知识点，导

致学生对生物知识的理解深度不足，难以对其进行灵活性

应用，不利于学生知识架构的重构。 教师需要引入深度学

习理念，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强化学生对生物知识的

内在理解，如知识竞答、单元检测、合作记忆、认知梳理等，

同时引导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交流互动，深化知识理解，

强化知识记忆和应用［４］ 。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学

生的实际情况，个性化的记忆方法，强化记忆效果，保障教

学效果的全面性提升。 例如，在学习“通过激素的调节”相

关内容时，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将要学习的知识内容进行

梳理，掌握基本的知识内容，把握学习重点和难点，提取知

识要点，必要情况下可以引导学生绘制思维导图，以便对

整体章节内容进行直观化、系统化认知，该章节主要包含

激素概念、人体主要内分泌腺等知识点。 通过这种方式进

行教学，可以方便学生进行知识记忆和理解。 为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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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记忆效果，教师可以引入实际案例，如：生活中很多老年

人患糖尿病，需要注射胰岛素。 结合你所学知识分析胰岛

素对血糖含量有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

进行知识梳理，强化记忆，并提升知识应用能力。

（四）强化理解与思辨

高中生物学科的抽象性、实践性较强，而且包含大量

生物实验，学习难度较大，部分学生只能对浅层生物知识

进行掌握，难以进行深入学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物学

习效果。 尤其是在实验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自主展开内

化处理，强化信息搜集、归类、整合、梳理工作，深化知识学

习，从表象到本质进行强化学习，保障学习效果的全面提

升。 在深度学习模式下，需要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

度理解，同时需要进行批判性学习，完善批判评价机制，让

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进行思辨，强化知识的深度理解，

真正看到本质问题，逐渐形成高阶思维，拓展学生的思维

深度和广度，为知识迁移和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推动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基因工程的基本程序”

一节的教学中，在学生掌握了基因工程的基础知识以后，

提出生物技术的安全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有位学生提

出转基因生物不安全，也有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进行了反

驳［５］ 。 这时教师可进行适当点拨，提出趋利避害不能因噎

废食的观点，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学生的认可。 辩论只是

个形式，关键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上升

到新的高度。 又如，在“微生物的实验室培养”一节的教学

中，在谈到细菌对人类有益还是有害的内容时，组织学生

对食品中防腐剂的使用进行辩论。 有位学生提出防腐剂

的使用会影响人类的健康、会破坏人类肠道的菌群。 还有

位学生提到，正规企业合理使用防腐剂对人类没有伤害，

提出“防腐剂可怕，没有防腐剂更可怕”的观点。 这时，教

师进行适当的引导，提出要合理地使用防腐剂，并带领学

生一起学习“未来防腐剂发展新趋势———生物防腐剂”，使

学生对微生物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高度，“社会责任”也得到

有效的培养。 理解和思辨是激发学生“深度学习”的有效

手段，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知识本身，而是上升

到知识运用的高度，学生合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分析对

手观点的同时，知识就形成了有意义的建构。

（五）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实践教

学模式的实施，能够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进

一步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确保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提高对生物知识的迁移和内化，强化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推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在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构建

中，教师需要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结合实际情况，引

导学生开展实践操作，真正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

机结合，强化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保障深度学习的贯彻

落实。 在实践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理论知识进

行渗透和内化，对学生实践操作以启迪，同时在实践教学

中能够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保障学生综合

素养的提升。 同时，鼓励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并总

结基本规律，结合教学设计实践任务，即让学生深入生活

之中，对所学知识相关的实际案例进行调查、分析和思考，

并写出调查报告，强化知识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的开展，

可以强化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培养学

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还可以在实践探究活动中引导学生进

行理性判断，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真正实现知识内化。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新课标要求强

化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推动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 在此

背景下，需要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和反思，强化知识应用能力，推动学习效果的全面提升。

在高中生物研学课堂教学中，强化深度学习，可以引导学

生独立思辨，并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促进学生对高中生

物知识的理解和迁移，保障高中生物学研学课堂的高质量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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