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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简介 

新课程倡导学生的自主学习，2010年 9月开始，我校高二年级生物教学继续推进学生的自主学

习。生物课是起始学科，学生对这个学科比较陌生；自主学习意味着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己支配，

此时，如何让学生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保证学习效果，是生物教师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我们基于对高中五本生物教材的全面把握，编写出一本实用的《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

给高二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让学生明晰自己的学习目标，清楚自己的学习计划，合理安排自己的

学习进度。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借助实验提高学生的实

验技能，引导学生领悟生物学科的思想。 

《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每一单元包括单元内容、单元重点、学习计划和单元评价、阅读检测、

小组交流、答疑解惑、例题分析、笔记梳理和单元检测九部分。“单元内容”告诉学生本单元的核心

知识；“单元重点”提示学生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学习计划和单元评价”让学生明确本单元的学

习计划和学习任务，并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学习情况；“阅读检测”从学生角度由浅入深地设计问题，

利于学生思考；“小组交流”促进学生的交流和深层次的思考；“答疑解惑”和“例题分析”帮助学

生释难解惑；“笔记梳理”促使学生自己整理知识网络，将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单元检测”可

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落实情况。 

《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中包括 28 个成熟的实验方案。我们将五本生物教材上的必开和选开实

验都开发出来，并优化了实验过程。利用丰富的实验内容，提供更多的让学生动手的机会，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对实验中的问题继续探究。 

二、教材的使用情况及影响 

《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使用两年了，教材使用建议如下： 

（二）教学方法建议 

《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进行了大单元整合，整合后可以节约课时。例如，在“细胞的结构”这

一单元，内容上整合了两章六节内容，还有两个实验，共需 8课时，整合后结果见下表： 

 课上 课下 

第 1 课时 阅读教材 完成阅读检测题 

第 2 课时 小组交流（一） 制作细胞膜模型 

第 3 课时 实验：观察细胞器 完成基础测评题 

第 4 课时 实验：植物吸水与失水 完成能力提升题 

第 5 课时 小组交流（二） 整理笔记 

第 6 课时 教师精讲与拓展 制作细胞模型 

第 7 课时 单元检测 梳理知识框架图 

整合后，这部分内容只用 7 课时，节约 1 课时，学生还在课下制作了细胞膜和细胞模型，并整

理了笔记和梳理了本单元知识结构图。单元教学保证了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主阅读、研讨、模

型制作、实验探究等。 

在“学习计划和单元评价”中明确告诉学生本单元的学习计划和学习任务，包括本单元一共需

要几课时，每节课课上学习内容和课下的学习任务，一般学生能按照要求完成，完成得快的学生，

可以提前进行后面内容的学习；进度慢一点的学生，可以课下继续完成相关内容。使用《高中生物

学习规划书》可以让学生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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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中有丰富的实验内容，学生进行了这 28 个实验后，体会到生物学确实

是一门实验学科，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他们在课下进行了充分地探究，正是这些探究实验发展了

学生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有所收获，让学生真心爱上生物课，感觉到生命世界的神奇。《高中生物学

习规划书》中丰富的实验内容成为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素养的一条途径。 

高三时，基于《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的知识体系，精选了适合每个单元复习的典型例题，并

创建了试卷分析四环节：自己修改、小组讨论、师生交流、反思反馈，使学生的自主学习成为习惯。 

（二）考核评价建议 

为保证学习效果，必需重视评价。有过程性评价，也有终结性评价。一般来说，模块成绩=模块

测试成绩 50%+平时成绩 50%，但平时成绩一项，不同单元有不同的赋分权重。例如“细胞的结构”

和“生物的进化”两个单元平时的过程性评价是按下表设置的： 

细胞的结构 生物的进化 

阅读 20% 小组交流 30% 

实验 10% 整理笔记 10% 

小组交流 10% 完成配套练习 10% 

模型制作 10% 梳理概念图 10% 

梳理概念图 10% 单元检测 40% 

单元检测 40%  

每一单元的评价内容和比例要让学生清楚，做好计划。规划书还设置了“自我评价”一项，有

助于学生在每节课后进行反思：我达到了基本要求吗？我的优势是什么？我还有什么不足？需要如

何改进？以此来促进学生对学习的自我掌控。 

学生成立了学习小组，采用组长负责制，鼓励组员之间互相帮助，倡导“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

学习方式”，对小组实行捆绑式评价，来促进学生良好的交流合作，共同进步。 

三、教材使用效果 

《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使用两年来，变革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学习生物

学的热情高涨，自主管理自己学习的能力得到发展，绝大部分同学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自

主管理自己的学习。使用效果及主要创新点如下： 

（一）使用《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变革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不再系统地

讲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实验技能，引导学生领悟生物学科的思想。因此，

教学进度取决于学生的学习进程，教学起点是学生自主学习中的问题，教师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

以驾驭“新问题”引领的课堂。学生的学习方式上，大力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加强过程性评价，以

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 

（二）《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让学生学会规划，做学习的主人。规划书中每一单元包括单元内

容、单元重点、学习计划和单元评价、阅读检测、小组交流、答疑解惑、例题分析、笔记梳理和单

元检测九部分，将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学习评价、检测内容都告诉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规划和管理，养成自主管理学习的习惯，真正“将学习变成自己的事情”。 

1．学生使用《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后，学会了自我反思和规划自己的学习。高三 10 班的王

顺反思说：开始老师讲时，我的书没有任何痕迹；后来老师不讲了，必修一开始划线；到必修二时，

画的地方太多了，几乎全是重点，这样与没有重点又有何区别呢？我开始反思，到必修三时，开始

学会画出真正的重点，并尝试做笔记。高三 9 班的詹江山说：我以为在高二就学会了阅读，到高三

才知道还可以跨越式阅读；我以为总结笔记就是不丢掉一个知识点，到高三才知道关键要建构网络

图。学生在自己总结、梳理知识的过程中，体会到投入情感的学习才是有效的，记忆才是深刻的。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真正将书本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东西。 

2．《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中的“小组交流”环节，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交流和质疑能力。高

三 1 班的廖晓晔说：生物课的一大特色就是小组讨论，我认为这非常可贵。有时别人问我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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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做对了，但是某个选项仍不够明白，或者互相讲解中我又重新学习了一遍相关的知识，在帮助

别人的同时实际上更多提升了自我。又如，在基因工程内容中关于“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

的交流，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课。在生物课代表的主持下，辩手们个个手捧一摞资料，

介绍着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从互联网或科学杂志上查阅的新知。转眼 40分钟过去了，学生们还意犹

未尽，课下继续跟老师交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甚至有学生将自己的理解做成了一份特殊的“作业”，

在这种学习氛围下，能说学生的收获不大吗？通过小组交流，学生们的成绩得到提高，在课上提出

的浅层次的问题少了，有价值的深层次的问题越来越多。 

（三）《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将课时教学转变成单元教学，打通了必修与

选修模块之间的联系，形成了 16个教学单元。这种大单元整合不但可以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所学内

容，还可以节约课时，保证了学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主阅读、研讨、模型制作、实验探究等。 

学生们合理安排时间，亲自制作了许多模型，发出这样的感叹：对我们组的同学来说，学习细

胞生物学是一种乐趣！用橡皮泥制作细胞模型也带给了我们久违的欢乐！生命如此神奇，生命如此

绚丽多彩！发自学生内心需求的动力才是永恒的，学生很享受这样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 

（四）《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充分挖掘实验资源，恢复了生物学教学的本质。规划书中共开展

了 28个成熟的实验方案，充分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分析质疑能力和进一步探究的意识。 

源于兴趣与热爱的学习才是快乐的，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学生在课下继续探究。在进行“探

究生长素促进扦插生根的最适浓度”时，一组学生将扦插枝条处理时，不小心弄反了方向，处理了

形态学的上端，将错就错继续培养，一周后居然发现在芽的部位长出了根！太奇怪了，是偶然的吗？

如果把这样的枝条种下去，能否正常生长？学生在进行“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实验时，教材上建

议用洋葱或大蒜的根尖做材料，观察时间最好在上午 10：00 到下午 14：00 间，有一组学生就此提

出质疑：能否用小麦、富贵竹等植物的根做实验材料呢？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观察，会有什么差异呢？

随后她们就设计实验进行探究。在原来的实验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探究性问题，极大地拓展

了学生的思维，学生真正开始进行独立思考，探究能力也得到切实的发展和提高，并乐此不疲！ 

应用《高二生物学习规划书》进行教学，引发了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由于效果显著，被多家

媒体关注和报道。《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新’老师 王春易”的报道；《教书育人》报上刊登了

题为“王春易：课堂不唱‘独角戏’”的文章；《深度报道》发表了题为“让‘自主学习’成为学生

习惯”的文章；《中国教师报》也推出特别报道“特级教师王春易：从讲到不讲的华丽嬗变”，学生

学习方式变革的“拐杖”就是《高二生物学习规划书》。 

使用《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后，生物课成了学生最喜欢的课堂之一，我们发现，学生自主、

投入情感的学习才是有效的；源于兴趣与热爱的学习才是快乐的；发自学生内心需求的动力才是永

恒的！使用规划书的 2012 年毕业学生的高考理综成绩、600 分以上的学生人数、650 分以上的高分

段人数均取得了跨越式进步，跻身北京市前三。在使用《高中生物学习规划书》学习生物学知识的

过程中，学生们懂得了敬畏生命，热爱生活，生物学素养得到提高。基于此，利用规划书培养学生

自学能力的做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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