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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PBL 教学模式在高中劳动教育中的应用
黄小红

（广州市培英中学，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将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与高中生物选修一结合，设计并实践了《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这一专题，尝试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交流能力，促进学生生物科学素养提升。

这一系列的劳动教育实践探索，也很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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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高中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2020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指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坚持立德

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穿家庭和学校、社会。

劳动素质是学生整体素质的一部分。劳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

学生的劳动实践，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掌握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劳动教育是教育活动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德智体美各个方面的教育有机联系在一起

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略了劳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意义，当前我们有必要对劳动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进行重申，并

积极探索劳动教育更好的实施途径。

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事实证

明一些精妙的劳动能够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

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考虑到劳动教育要有新意、有技巧。

二、PBL 教学模式简介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即“基于问题的学习”，它最

早由医学教授 Howard S .Barrows 提出，以基于现实情境的开放性

的问题或者任务为核心，为学生提供真实应用知识和技能的机会。

它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协作探究，教师在此过程中只是充当课程

的设计者、促进者，为学习过程搭建脚手架。

半个世纪以来，PBL 教学模式逐步从医学院扩展到其他大学

学科教学改革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应

用较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在高中生物劳动教育中的应用 PBL 教学模式的意义

1.PBL 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在 PBL 中知识一开始便

与现实生活情境关联，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关联，所以学生体验到

学习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强烈的学习动机便油然而生。

2.PBL 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全面深刻。在 PBL 中学生需运

用问题研究过程中习得的各种知识来解决问题。这样他们不仅在

查询信息和思考问题等环节中习得知识，而且还亲历知识应用的

过程，这就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全面深刻。

3.PBL 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层次思维能力、合作交流能力、自

主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生物科学素养。高层次思维能力包括问题

分析解决、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自我反思等能力。PBL 中

由于所提出问题的复杂性、开放性、实用性，需要学生各抒己见、

集思广益、甄别筛选、不断反思，能够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升

学生生物科学素养。

4. 开展 PBL 以研促教，可以增强教师的教研意识，促进教师

更新教育观念，加快教师的专业成长，打造一支爱学习、会研究

的教师队伍，进而优化教学，更好地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服务。

四、在高中生物劳动教育中应用 PBL 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 

高中生物选修一《生物技术实践》中有丰富多彩的探究实践

活动，特别是专题一《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中有包括葡萄酒的

酿造、果醋的酿造、腐乳和泡菜的制作等等，这些传统发酵技术

与生活贴近，也是一个劳动教育的好机会。

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注重新兴技术的支撑，所以我们

在继承传统文化和技术的同时要积极改进实验方案，让传统的发

酵技术焕发出新的活力。学生在高一已经学习过微生物的种类、

细胞呼吸的原理等知识，这为进一步学习微生物在传统发酵技术

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探究如何进行传统发酵、

如何改良创新方案是可行的。

PBL 教学模式一般流程如下：创设情境、提出问题——成立

活动小组——分析问题，提出设想——查找资料、整理交流、设

计方案—落实方案，验证—总结。现以《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

专题教学为例，介绍 PBL 教学模式在高中生物劳动教育中的应用：

（一）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教师根据课程目标来设计合适的问题，以教材知识作为展开

思维活动的基础。注意问题应来自新旧知识结合点，能激发学生

的强烈认知冲突，进而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地探索。并注意问题

要从实际出发，但不能完全打破知识的系统性。以《传统发酵技

术的应用》为例，教师提出问题：如果你是发酵食品厂的技术主管，

打算如何创新发酵，推出更多的新产品？

在同学们热烈讨论的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方面创

新。学生提出以下想法：可以从发酵底物、从发酵微生物的选择、

发酵条件的控制、食品的其他成分的添加等方面进行尝试。在这

一过程中学生是问题解决的参与者，教师是教学方案的设计者、

学生智慧的启迪者。

（二）成立活动小组

PBL 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小组讨论交流、分工合作为主要形式，

提出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一种学习模式。问题提出后，全班同

学自由分组，每个小组 4—6 人即可，并选出组长。

（三）分析问题，提出设想

教师引导，同学们积极开动脑筋，分组讨论，提出可能的设想。

PBL 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因此教师要注意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

和活动空间。

例如同学们提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酒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养

颜养生的果酒、口感醇厚的白酒到老少皆宜的糯米酒，都有很大

的市场需求。关于创新，不同小组提出以下不同设想：

（1）果酒的酿制一般用到红葡萄或者白葡萄，其实是利用到

葡萄中含有的丰富的糖类、葡萄表面的天然酵母的作用、葡萄特

有的果香、颜色等。而其实水果的种类丰富多彩，用其他水果酿

酒应该会各有特点吧！

（2）白酒的酿制一般用到高粱或者小麦、玉米等，其实就是

以其中含有的糖类物质作为发酵的底物，那换成其他含糖量高的

农作物如应该也是可行的。

（3）糯米酒的酿制一般用到白糯米，酿出来的酒清澈香甜。

糯米的种类有多种，用其他种类的糯米来酿酒，应该也是可行的。

（4）酸奶作为发酵奶制品，一般常见的是原味和水果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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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创新出更多不同的口味，应该能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四）查找资料、整理交流、设计方案

课余时间，活动小组通过网络检索相应的资料文献、到图书

馆查阅专业书籍和杂志等各种途径查找资料，教师提供指引和帮

助。活动小组将收集到的信息整理、讨论分析形成初步设计方案。

学生是 PBL 的中心，是问题解决的参与者、设计者，而教师是教

学资源的提供者与学生活动的指引者。

（五）开题报告、完善设计方案

开题报告是 PBL 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以

PPT 的形式汇报前期学习成果，回答教师前边设计的问题，同时

展示本组的新问题。师生就呈现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在学生对

某―问题的理解有偏差或不够全面时，教师加以补充和说明。教

师引导学生的讨论能提高讨论的层次和深度，并引导学生加深对

问题的理解。学生展示和交流的过程能使学生积极思考，充分展

现自我，发现新问题并交流解决。这个环节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

高层次思维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经过反复多次提出问题和修改，

以下是师生讨论完善设计方案：

A 组：酿造草莓酒

设计亮点：草莓香甜，果香迷人，颜色鲜艳。

提出新问题：草莓表面没有酵母菌；一斤要几十块，成本过高。

解决办法：上网购买酵母菌（酿果酒专用），其他果酒酿造

也需要；现在先做实验，成功后等草莓大上市再大量做。

B 组：酿造橘子酒

设计亮点：橘子清甜，颜色漂亮。

提出新问题：橘子种类繁多，具体买哪种？

解决办法：多买几种尝一尝，选水分最多最甜的橘子味道最浓、

价格便宜的。

C 组：酿造百香果酒

设计亮点：百香果有丰富的果香，独特的酸甜味道，酿酒的

口感应该与众不同。

提出新问题：百香果果肉只占不到一半，厚厚的果皮丢了很

浪费。

解决办法：将百香果果皮制成果干，物尽其用。

D 组： 酿造薯酒

设计亮点：薯类粮食作物的重要作用的新探究

提出新问题：红薯蒸熟了太黏稠，不方便混合酵母菌和透气

发酵

解决办法：红薯和马铃薯 1：1 搭配混匀，一起来酿二薯酒。

……

（六）落实方案  

落实方案是 PBL 中重要的一环，在生物课上我们通过实验和

劳动来落实。以上各个小组按照设计好的方案，自行组织实验探究，

包括材料和装置的购买准备、实验的进行、细节的完善、实验的

观察和拍照记录等。时间和地点也是小组自定，可以课余时间约

到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周末回家相约进行。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仍然是 PBL 的主体，实验前和实验后都要

报告给老师，老师特别关注探究活动的开展，包括同学的分工和

发酵进度，做好学生活动的过程性评价。特别提醒学生发酵会产

生大量二氧化碳，务必及时放气，以免出现安全事故。这个过程

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劳动能力，提升了学生的生

物科学素养。

（七）结题报告、成果分享、评价

结题和分享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环节。可以按照发酵产品的制

作周期来排序依次分享，比如酸奶的制作快，所以第一时间分享，

米酒其次，果酒就要放到最后。从特别的酸奶、香甜扑鼻的草莓酒、

漂亮的橘子酒、酸甜的百香果酒到不同颜色的葡萄酒等等，同学

们的探究成果给了我们满满的惊喜。结题中学生进行经验介绍、

成果分享、交流探讨，发现新问题并设想新方法。不论成功还是

失败，都是经验的整理，能力的提升。

随着新课程改革和 PBL 教学模式应用的不断深入，传统课堂

评价体系的缺陷（比如重师轻生、重教轻学、重知轻能等）日益突显，

传统课堂评价体系不仅不能体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也不能准确

评价 PBL 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所以在 PBL 教学模

式中建立完善的、多元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也很有必要。这里的

评价建议包括组内成员互评、小组间互评和老师评价等多个方面。

组内成员间是合作关系，组与组之间是“合作 + 竞争”的关系。

组间合作在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多个角度加深对主题的认识，

组间竞争能高问题解决的效率、团队凝聚力等。及时的多元评价

是激发学生热情的推动力。评价应以鼓励为主，促使学生自我发现，

看到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不足，继续进步。

五、PBL 教学模式反思

在 PBL 中，科学的设置问题是成功的第一步，认真抓好每个

讨论环节是重点。学生是 PBL 的中心，是问题解决的设计者、组

织者、合作者、评价者，教师一定要懂得放手。当然教师的监控

和及时引导也很重要。教师要了解学生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

准备做什么，信息的处理，及时把握学生问题解决的进展，保证

问题解决的方向性，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等。

同时，在整个 PBL 教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中教师都要注重学

生生成性的教学资源的捕捉和应用。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

生带着思考和兴趣而来，他们是问题解决的参与者，老师要善于

捕捉学生新生成的教学资源，加以灵活使用，及时调整教学计划，

才能真正成为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学生活动的指引者，为学生的

学习过程成功搭建脚手架。

另外，关于评价目前我们已经从成员互评、小组间互评和老

师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如何建立更完善的、多元的课堂教学评

价体系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

将 PBL 应用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这一系列的劳动教育

实践探索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锻炼了学生的劳动能力、

提升了学生的劳动素养，在落实立德树人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更多劳动教育的实施途径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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