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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单元教学的课堂教学设计
——以“生物圈中的微生物”为例

张文荣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初级中学，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为深化教学改革，落实核心素养，我们提出了大单元教学。通过大单元教学，可以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

的内在联系，促进知识结构化，积极开展主体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大单元教学设计以落实核心素养为根本，以大单元为单位，

进行整体统筹。大单元既可以是教材中呈现的单元，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依据课程标准的学习主题对教材单元内容进行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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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教学中，教师的教学设计大多是遵循教材的课时安

排，以课论课，对知识体系的把握有所欠缺，不能很好地推进综

合性学习。为了帮助学生从整体上理解与把握学习目标，注重知

识学习与价值教育有机融合，发挥每一个教学活动多方面的育人

价值，我们提出了大单元教学。

大单元教学设计就是强调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理念，以落实

核心素养为教学视点，以大单元为单位，整体统筹教学目标、内

容结构、学习方式、资源体系、作业系统及评价方式。大单元既

可以是教材中呈现的单元，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依据课程标准

对教材单元内容进行整合、重组。

下面我就以“生物圈中的微生物”为例，阐述如何展开大单

元教学设计。

一、进行单元分析

1. 本单元包括病毒、细菌和真菌的主要特征及其与人类生活

的关系、生物技术和生物分类三部分内容，按照从形态结构特征

到生活应用的逻辑展开，层层推进。

2. 通过本单元学习，尝试根据一定的特征将生物进行分类，梳

理三类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特征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分析微生物在

生物圈中的作用，了解乳酸发酵和酒精发酵的基本原理，学会选择

不同的食品保存方法，认同微生物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生物技术开展科学探究活动，提升创新意识和实践探究能力。

通过单元分析，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单元知识结构、能力结构，

通过信息加工，将知识内化，整体感知、生成，形成本单元的知

识框架，初步认识学科大概念。

二、明确单元要素

（一）单元课程标准

微生物一般是指个体微小、结构简单的生物，主要包括病毒、

细菌和真菌。病毒无细胞结构，需要在活细胞内完成增殖；细菌

是单细胞生物，无成形的细胞核；真菌是单细胞或多细胞生物，

有成形的细胞核；有些微生物会使人患病，有些微生物在食品生产、

医药工业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二）单元学习任务

1. 建构相关概念——生物分类、病毒、细菌、真菌、发酵技术、

食品保存

2. 掌握细菌、真菌、病毒的形态结构特点，营养方式、生殖

方式特点

3. 设计酸奶、白酒制作方案，感受微生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

相关，了解简单的生物技术；

4. 明确微生物有有利的方面也有有害的方面，形成辩证思维

能力。

（三）单元学习目标

1. 初步构建“微生物的主要特征及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思维

导图，梳理三类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特征，辩证分析微生物与人类

生活的关系。

2. 制作病毒、细菌模型，观察细菌、酵母菌、霉菌，探究它

们的生命活动，总结病毒、细菌、真菌在生活方式、营养方式、

繁殖方式等方面的特征。

3. 根据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自制酸奶探究乳酸发酵的条

件，解释每种食品保存方法的生物学原理，尝试设计食品最佳保

存方案，阐述微生物在生物圈物质循环中的作用。

4. 围绕微生物大概念重构单元体系，阐明三类微生物的特征，

结合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为发酵技术和食品保存献计献策。

（四）单元学习计划

1. 整体感知。研读文本，从大到小说出生物分类的七个等级，

准确完成识图辩结构，列举所知的病毒、细菌、真菌及三者的区别，

举例说出微生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初步构建本单元知识体系。

2. 探究建构。制作病毒、细菌模型，观察细菌、酵母菌和霉菌，

分析它们的形态结构特点；探究微生物的生命活动，说出不同微

生物的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繁殖方式；调查生活中的发酵食品

并解释其中的生物学原理。

3. 应用迁移。自制酸奶探究乳酸发酵的条件，调查不同食品

保存的方法解释其中的生物学原理，阐述微生物在生物圈的物质

循环方面所起的作用。

4. 重构拓展。从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生物分类和生活中的生

物技术等方面重构单元思维导图，拓展新冠肺炎的防范、设计实

验探究细菌对植物遗体的分解作用、厨房调味品中微生物发酵技

术等资料，在新情境中分析解决问题。

通过明确单元要素，使学生从整体上感知本单元的核心概念，

探究建构三种微生物在形态特征、生命活动上的异同点。描述三

种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实现了知识的应用迁移，学会了用

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内容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螺旋

上升，实现了知识的重构拓展。

三、把握单元内容

（一）整体感知

1. 研读文本，说出三类微生物的各部分结构，列举生活中常

见的微生物。

2. 初步构建“微生物的主要特征及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思维

导图，概述三类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命活动特点。

3. 结合学习活动 3 文本资料，从不同角度举例微生物对人类

生活的影响，辩证说明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学习活动 1：识图辨别微生物，标注图中各微生物的结构名称，

区分各类微生物。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微生物，请你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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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5 种微生物并判断其属于哪类微生物。

学习活动 2：初步构建“微生物的主要特征及与人类生活的

关系”思维导图

学习活动 3：微生物与生活，包括微生物与食品、微生物与

疾病、微生物与医药、微生物与农业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是通过观察，认识区分生活中常见的微生

物，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总结能力。通过研读教材，结合上网

查阅资料认识区分生活中常见的微生物，尝试给微生物分类。学

生粗读教材，初步构建本单元的思维导图，结构合理。教师鼓励

学生用多种形式构建，并在整体感知后进行完善。

（二）探究建构

1. 学习目标。制作病毒、细菌模型，观察细菌永久涂片和酵

母菌及霉菌，绘制结构图，描述它们的形态结构特点；通过文本

和视频资源，探究病毒、细菌、真菌的生命活动特点，总结它们

的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繁殖方式；调查生活中的发酵食品，解

释其中的生物学原理，分析食品腐败的原因，列举食品保存方法。

2. 学习资源。观看有关视频：培养并观察青霉和曲霉、酵母

菌出芽生殖、细菌分裂生殖、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橘子长霉菌等。

3.学习活动。自选材料，制作病毒、细菌模型，观察细菌的永久装片、

黑根霉永久装片；制作并观察酵母菌、青霉临时装片，绘制细菌、酵母菌、

青霉、黑根霉的结构图，标出各部分结构。调查生活中的发酵食品，

结合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解释其中的原理。分析食品腐败的原因，

列举你所知道的食品保存的方法并与同学交流。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发酵食品展示，引导学

生查资料、探究、讨论等，自己去寻找微生物的作用，培养学生

查阅资料的能力、表达交流的能力。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和小组合

作，借助文本资源视频资源动画资源，探究三类微生物的生命活

动，列表总结出三类微生物的生活方式、营养方式、繁殖方式等，

培养理性思维和自学及合作能力。

（三）应用迁移

1. 学习目标。根据《酸奶的制作过程》视频资源自制酸奶，

探究乳酸发酵的条件，总结乳酸发酵的原理；调查生活中常见的

食品保存方法，联系微生物的生活方式解释食品保存方法的生物

学原理；结合物质循环图解，分析微生物在生物圈的物质循环中

所起的作用，阐明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2. 学习资源。观看有关视频：酸奶的制作过程、白酒的制作

过程、微生物在生物圈物质循环中的作用。

3. 学习活动。制作酸奶；总结酸奶、白酒的制作原理；调查

食品保存方法；尝试设计常见食品的最佳保存方案；据图分析生

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分析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如何共同促进生物

圈的物质循环

本环节的设计意图是通过实验探究原理，运用所学内容进行

应用实践，应用所学内容解释具体问题。通过物质循环图解认识

到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科学的生态观。通过小组合作

自制酸奶、米酒，探究乳酸发酵、酒精发酵的条件，总结乳酸发酵、

酒精发酵的原理。让学生感受到探究的乐趣，真正体会到学以致用。

通过学生调查各类食品的保存方法，培养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

体验学以致用，提高生物学学习兴趣。

（四）重构拓展

1. 学习目标。结合微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解释食品发酵的

原理，说明食物腐败的原因，为食品保存献计献策；从生物圈中

的微生物、生物分类和生活中的生物技术等方面复盘本单元，重

构单元思维导图；通过归纳和梳理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命活

动特点，阐明微生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2. 单元知识重构。结合“整体感知”构建的体系，重构体系，

纵向比较三类微生物的结构和生命活动特点，梳理三种微生物与

人类的关系，联系生活应用微生物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 单元知识拓展。本环节的设计意图是强调与生活的联系，

重构、完善思维导图，灵活运用知识解释或解决生活中相关生物

学问题，强调微生物在生活中的作用，与实际生产生活相联系；

引导及时复习，同时查缺补漏。限时完成相关的练习，学会应用

新知解决问题。引导及时复习，同时查缺补漏。限时完成相关的

练习，学会应用新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大单元教学是从整体上理解与把握学习目标，注

重知识学习与价值教育有机融合。探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

体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

贯通，从而加强了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更好的

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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