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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教学中的问题设计

【内容提要】不同的教学模式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的确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本文着重

在几种不同层次上，对生物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问题设计进行了阐述。并例举出课堂教学中的具体

实例，分析各种问题设置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问题 设计 学生 学习积极性

生物学科是一门实验科学，在课堂教学中实施“问题——探究”的教学模式，引导

学生通过感知——概括——应用的思维过程去发现真理，揭示知识形成的规律，从而掌

握知识，发展能力，训练科学思维，培养科学精神。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认为，

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对知识本身发生兴趣，产生认识需要，产生一种要学习的心理

倾向，就能激发学习的动机。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在探究过程中，教师积极创造条件，

让学生通过参与知识的发现过程，体验科学家的探究经历，感受成功的情感体验，从而

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学习过程的积极化。同时学生在此过程中还可

以获得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方法的训练。

1.问题的情景化

一个有效的问题，应该首先是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而什么样的问题学生会感兴趣呢?

当然就是贴近生活的，并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相关联的。例如必修 I 模块“物质跨膜运

输的实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生活实际提出问题：你吃比较成的食物时，比如腌

制的咸菜、连续嗑带盐的瓜子，你的口腔和唇的黏膜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 当你把白

菜剁碎准备做馅时，常常要放一些盐，过一段时间后就可见有水分渗出，这些水分是从

哪里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教师抛出这些问题后学生不仅会产生浓厚的兴趣，

而且会积极的思考，联系生活实际共同探讨问题的答案，这就为我们新课的引入打下了

一个良好的伏笔。

2. 力展科学家探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进入问题模式。

科学史蕴含着活生生的过程性和科学的态度与精神。生物科学发展史中有着许多诸

如光合作用的发现过程，酶的发现，孟德尔遗传规律，生长素的发现等典型的科学探究

范例。结合相关教育内容，强调知识发生的过程，及时剖析科学探究的规范过程，挖掘

其中的探究要素，对学生开展探究活动具有实效性指导作用。现以高中生物必修本第一

册第二章第一节“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为例，将其中的问题设置及探究过程分析如下：

2.1 提出问题：细胞膜的结构是怎样的，功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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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析和解决问题：

（1）取材：选择动物细胞还是植物细胞？根据红细胞特点分析原因。

结论：动物细胞（红细胞、神经髓质细胞）。

（2）化学成分研究：用什么方法？对科学家的探究成果进行资料分析。

资料 A.将单细胞生物放在含放射性同位素 P32
的培养基中，过一段时间将细胞中各种膜

结构提取出来，发现膜上都有许多 P32
，用脂类溶剂处理这些膜，则膜溶解。

结论：（ ）分子中含有 P32
，属于类脂中的（ ）。

资料 B.科学家发现，细胞膜对脂溶性物质具有优先的通透性，细胞膜常被脂类溶剂和蛋

白酶处理后溶解。这些事实说明什么？

结论：细胞膜主要由（ ）和（ ）构成，其中（ ）是细胞

膜的基本支架。

（3）细胞膜分子结构的研究：如何构建细胞膜的基本支架？进行资料分析。

资料 C.1925 年，德国科学家用丙酮抽取红细胞膜中的类酯，并将它在空气一水界面上

铺展成单分子层，这个单分子层的面积相当于原来红细胞表面积的两倍。

结论：可判断红细胞的细胞膜分子结构是（ ）组成的。

其中蛋白质分子如何分布在其中？ 多糖的存在方式 ？思考其与细胞膜的功能关系。

（4）细胞膜的结构特点。

资料 D：1979 年，科学家做了下列实验：①用红色荧光染料标记人细胞膜的蛋白质。②

用绿色荧光染料标记鼠细胞膜的蛋白质。③把人细胞和鼠细胞融合，起初，融

合后的细胞一半细胞膜发红色荧光，另一半细胞膜发绿色荧光。将该细胞在

37℃下培养 40 分钟后，两种颜色均匀分布在融合细胞的表面。

结论：两种颜色均匀分布是由于（ ）的结果。细胞膜的结构特点具有

一定的流动性。

（5）细胞膜的功能。

讨论：①保护内部结构的完整和理化条件的稳定。②识别、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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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调节和控制细胞内外的物质交换。

讨论：自由扩散和主动运输的特点。

结论：细胞膜是一种选择透过性膜。

通过引导学生对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知识的发现过程的科学探究，训练学生的思

维，指导学生学会分析，利用科学概念进行推理，建立证据与解释之间的联系，以教师

提出的问题为指导，进一步的探究论证。同时注意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3.问题的层次化

课堂教学中的问题设计必须根据教学的需要，按照教学过程和知识结构循序渐进地

设计。所设计的问题必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环环相扣，体现出知识结构的严密性、

科学性、条理性，从而给学生以清晰的层次感。例如必修 I 模块酶一节中，可以引导学

生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是不是也需要催化剂？生物催化剂与普通化学催化剂的共同

点？酶的化学本质？作为生物催化剂酶具有哪些特性？如何设计实验验证酶的特性？

用什么试剂进行检测？分析实验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等等，这样不仅可以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其主动设计实验结果问题的能力。

4.重点抓“发现问题”环节，结合学生探究过程解决实际问题。

4.1 问题的提出源于思维的敏锐性，探究从问题开始。

发现问题的能力，与个人知识积淀有关，更取决于思维的敏锐性。为提高学生思维

的敏锐性，除创设引入探究时的问题情境外，还可以利用探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现象进

行原因分析和反复实验查证。例如，在上“探索淀粉酶对淀粉和蔗糖水解的作用”这一

实验时，学生独立设计并实施了实验方法步骤。有不少的同学在加热之后在装有淀粉和

蔗糖的试管中都发现了砖红色的沉淀的错误现象，这时师生应共同讨论，让学生发现设

计中的问题，并启发学生对实验设计进行改进，例如引导学生使用稀释后的唾液，并引

导学生分析实验失误的原因，让学生自主的设计实验来检验实验失误出现在哪个环节。

是蔗糖被微生物分解了，还是淀粉酶的纯度不够，还是试管刷的不干净混有还原糖 这

些有所欠缺或异常现象的出现，纯属正常，应不失时机地作为示例分析、讨论， 并通

过进一步的探究去研究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这样的探究过程会加深学生对实验材料的

科学选择、生物学实验的独特性、无关变量的同一性和适当性等的准确理解，让学生受

到探究历程中思维敏锐性的培养。

4.2 问题的提出依赖于仔细的观察，通过探究加深学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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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供的背景材料常常具有指向性和探究的可能性，并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文

化性。现实的背景材料如果能激起学生的认知心理冲突，动摇知识结构和学习心理的平

衡状态，更能诱发学生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激起求知欲，增强学习动机。例如，事

先让学生利用假期时间调查皇姑区人群中血友病患者的数据及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比

例，并根据可靠数据进行分析，使学生很自然地发现血友病遗传的鲜明的性别特征和家

系传递格局，并提出“为什么男性血友病患者要远远多于女性 ”，“血友病基因频率

和基因型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书籍找到答案。

下面以高中生物第一册第五章的一道习题为例来阐述。

4.3 学生的问题可以是大胆的假设，但探究的过程是严谨的逐一排除的过程。

不同学生提出的假设可能是不同的，即使是看似荒谬的假设，只要有独到的理由，

就应当鼓励。如在探究**体育训练基地旁边的池塘富营养化的原因时，学生提出的假设

多种多样：体育场的气候环境可能有利于池水中藻类的大量繁殖；保绿用的肥料被喷洒

的水冲刷到池里，导致了藻类的大量繁殖，在对体育场管理的过程中，人为带进了某种

不利因素，抑制了藻类的捕食者的繁殖；……众多的假设，有的则是非生物因素的影响；

有的力求从池塘内部寻找答案，不受统一模式的束缚， 不难看出学生思维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如果引导学生对假设的各种可能的因素逐一检验、排除和修正，将得到正确的

结论，并使学生将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作到了学以致用。

良好的问题设计可以真正落实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师生一起探讨共同解决问题，尽

可能给学生的思维活动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激励学生敢问、善思、能辩，使学生不断

体验成功的喜悦，做学习的主人。新课程背景下，在课堂教学中精心设问，巧妙提问，

以恰当而富有吸引力的问题，拨动学生的思维之弦，奏出一曲耐人寻味，甚至波澜起伏

的动人之曲，对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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