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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深入推进，高中生物学教学迎来了“三新”，即新课标、新教

材、新高考。在“三新”背景下的生物学教学，明确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有效的作业设计与评价是对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本文以高中生物校本作业设计为主题进行

探讨，加强培养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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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科知识体系繁杂，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入认识生命、理

解生命发展规律、形成尊重生命的观念。生物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学生在对微生物、植物、动物为主角的研究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良好的思维方

式和学习习惯。生物还是一门实验型学科，日常教学中应该将理论结合实践，让

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课堂。课堂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如何合理安排学生的课后

时间，对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检测，真正使思维可视化。 

作业是对课堂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如何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一份作业设计，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是我们的目标。本文以高中生物校本作业设计为主题进行探讨，

与各位共勉。 

一、高中生物校本作业概述 

根据作业的展现形式和侧重内容不同，可以将其分成学科基础性作业、学科

探究性作业、综合实践性作业三大类[1]（见图 1）。学科基础性作业主要是针对概

念进行设计，以专题形式考察可以辅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些重要概念。学科探究

性作业强调对课堂内容的升华，例如学习完必修一第三章细胞的结构后，由于该

部分内容是微观世界下的视野，学生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因此，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利用生物学原理，尝试动手去构建模型，变抽象为具象。综合实践性作业则

是更加综合的，基于生物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融合，增加学习的趣味性。生物学科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最相关的，如何创设生活情境下的生物校本作业主题，激发

学生求知欲和探究思维，这是我们日常教学中亟需思考的问题。 

 

图 1 作业设计类型 



校本作业是以校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师根据学情自主设计的作业。在原本

探究性实验和综合实践性作业的基础上，将书本上枯燥的理论知识和真实有趣的

生活情境相结合，真正实现将理论指导实践，从而实现“三新”背景下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目标。 

二、高中生物校本作业的开发实践 

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校本作业的开发和实践是优化生物作业的有效方式。

高中生物校本作业是教师根据学情指定的[2]，作业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知识

掌握规律。通过练习，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已学知识，更加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形

成生物学科独特的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 

（一）设计模型建构式作业 

生物学科有很多的概念性知识，尤其是必修一前三章的学习，很多同学反馈

知识点较为零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布置模型建构式作业，学生的创造力会

让你折服。 

学习完必修一的第二章后，学生对于元素和化合物的知识有一定的掌握，但

是没有形成系统。因此，可以布置思维导图式作业，引导学生自主构建一节、一

章的知识框架体系，自主构建概念模型。必修一第三章“细胞的结构”包括细胞

膜、细胞器、细胞核的结构，整个章节都强调结构决定功能观。在对该部分内容

学习后，我布置了一份总结式作业，可以但不限于建构模型，两个人为一组进行，

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令我惊喜。学生的思维非常发散，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下面展示了其中的四份作业（如图 2）。 

 

图 2 细胞的结构作业展示 

第一组将细胞比作工厂，细胞核是“BOSS”—控制中心，展示了蛋白质生

产的流水线，需要核糖体辛勤的工作—脱水缩合，还展示了养料制造车间，消化

车间等等。整个过程非常形象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将教材中工厂的描述完整

呈现。第二组的同学将“神奇的细胞”拥有的细胞结构一一为我们展示，每一个

细胞器都那么的可爱真实，她们的设计灵感源自工作细胞，所以每一个细胞器都



如此的生动。第三组的构思也很新颖，将细胞器食物化，细胞核化身紫薯小麻团，

高尔基体是大哥的千层面，叶绿体是抹茶马卡龙，溶酶体则是巧克力豆，中心体

拟作秃头的芹菜……在展示这份作业时，同学们都发出赞叹，这些细胞器一下变

得更加生动甚至有些美味。第四组的同学我们的细胞创作了一首歌，“你看内质

网上布满星星点点的核糖体，问问你的头发丝，还记不记得曾经在那里留下的痕

迹”（内质网）。“不开心就找溶酶体，它能溶解失望，带走恐惧和焦虑，还你

一个快乐的自己”（溶酶体）。“这是线粒体，内膜像群山一样起起伏伏，它的

每一个嵴，都承载着你的律动和呼吸”（线粒体）。通过这份作业，学生能对细

胞有更加完整深入的认识，也提醒我们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多多给予学生这样的机

会去发散思维、发光发热。 

（二）设计综合实践性作业 

将综合实践融入生物课堂是十分必要的[3]，可以将生物教材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综合实践作业可以改变学生在传统课堂上的单一接受

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设计、实施、分工、合作、交流等方式，学

生锻炼了实践操作能力，从而提升综合素质。 

在学习完发酵原理以后，布置了一个作业：学习制作泡菜，采取小组合作的

方式，6-8 人为一个小组。学生准备了泡菜坛子,萝卜、豇豆、黄瓜等蔬菜，还有

食盐、花椒、白酒、陈泡菜水等材料。前期通过查阅资料以及向有经验的制作者

请教，共同确定了泡菜的制作方案（如图 3）。 

 

图 3 泡菜制作流程 

在组长的分工下，小组合作井然有序，按照这个流程大家都完成了本组的泡

菜制作。对待这份作业大家都非常的活跃，全身心参与其中。在进行小组实践的

活动中，教师应该鼓励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集

体中成长。在经过 20 天的发酵后，我们一起分享各组的泡菜，经过评比第五小

组的泡菜更受大家的青睐。 

 

图 4 部分泡菜展示 



（三）设计社会调查性作业 

在高中生物校本作业的设计中，布置一些社会调查型作业能够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三新背景下的新课标提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联系实际，引

导学生关注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感。例如，在必修一酶的

学习过程中，布置开展有关“嫩肉粉”的调查作业。以小组为单位，从“嫩肉粉”

的成分、添加在食品中的作用、与健康的相关性等等方面去调查。 

从这次作业呈现来看，学生不仅能够了解到在食品添加剂中“嫩肉粉”的化

学本质和发挥作用，还增加了食品安全的意识。学生还可以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像

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进行宣传讲解，提升学科自豪感。同样，生物学科中的转基

因食品、定制基因、人类遗传病等主题，都可以让学生主动去调查收集资料。诸

如此类的调查性作业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运

用生物学知识去关注社会素材。高中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调查过程

中，可以逐步形成对事物的多角度判断分析，初步形成批判性思维从而确立正确

的价值观。 

三、高中生物校本作业的评价 

传统的作业存在标准答案，非对即错，但是对于本文提出的这些形式多样的

校本作业却是可以百花齐放的。因此在校本作业评价中，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

评价体系。 

（一）重视学生相互评价 

由于本文提及的校本作业多为小组合作式作业，因此在作业展示的过程中，

可以小组之间互相评价。在作业评价过程中，多采取生生相互评价的方法，可以

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合作探究的能力。社会调查性作业在汇报的过程中，

可以采取小组成员补充发言、组间相互评价等方式，丰富作业的评价方式。在这

种民主平等的氛围下，有利于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发展。 

（二）语言评价方法 

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校本作业的评价

中，教师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评价语言体系[4]。对于学生认真准备的作业，

教师应当以鼓励为主。例如关于细胞结构的模型建构作业中，每一份作业都是学

生独一无二的设计，充满了巧思和设计。教师可以选择多样化的语言针对每一份

作业给予评价，这种个性化的评价方式学生能够感受到被尊重，学生体会到了成

就感。这对于我们的日常教学是十分有利的，学生在完成后续的作业会更加的积

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高中生物这门学科而言，作业不仅是对学生对于所学知识掌

握程度的检测，还是教师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高中生物校

本作业的开发和实践能够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交流平台，教师引导学生

梳理知识、建立框架、探究实验等等。在“三新”背景下，也为高中生物校本作

业的开发创建了利好条件，教师也应当将理论结合实际，将校本作业真正落实到

日常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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