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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中生物学课程实施途径探索
王　帅

（呼和浩特市第十四中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课堂教学组织实施途径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学习主体需求的多样化，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模式必然要做出适应的改变。为了

提高教学效果并满足现代教育的要求，采用成果导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OBE）变得尤为重要。本论文针对高中生的调查旨在评估此教学

模式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学生的接受程度，探索出合适学生学习的课程模式。

关键词：OBE 理念；混合式教学模式；高中生物学；实施途径

新课程标准对课程的设置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要

求，强调学生既要获得基本的知识，又要领悟科学研究过程中

的思路和方法，同时要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高

中学科教学需从单一学科知识教学过渡到关注学生生涯发展的

全面素养提升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学过程应充分发挥学生的探

究性，充分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整合线上教学资源，实现混

合式教学。

在分析目前高中生物必修和选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

以及目前呼和浩特市的教学现状，以学生的学习目标和学习效

果为导向，依据反向设计原则，梳理混合式教学环节，基于教

学达成目标、剖析教学核心内容、深研混合式教学方法精髓，

进行高中生物学课程全过程融合式教学改革，构建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高中生物学教学实践模式。结合线上资源和线下

活动的混合教学模式，为实现 OBE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线上

教学可以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视频讲座、互动课件和在线实

验模拟，以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和巩固理解。线下教学则侧重于

教师面对面指导、实验操作、小组合作讨论和总结反思，以加

深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探究能力。内蒙古自治区新入学的高一学

生面临新课程体系和新高考。针对新高考改革的实施，高中生

物学教师需要及时转变观念，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

量。

课程设计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从目标展示、情景导入到任务

发布 / 提出问题；推送足够的课程学习材料，组织学生自主探索

和合作交流，并进行师生总结反思；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评

价反馈包括师生和生生互评，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检测评价；同时，

积极组织课下不同形式的答疑；进而，不断反馈评估教学目标的

达成，并持续改进。

一、学生背景分布及学习习惯

男生 女生 高一 高二 高三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学
生
数
量

年级性别

微信读书 百度 B站、MOOC中国 QQ阅读 其他
0

10

20

30

40

50

60

学
生
占
比

 (
%

)

学习渠道

图 1 调查学生背景分布图与线上学习渠道占比图

本次调查对象包括 501 名学生，其中男生 215 人，占全体的

42.91%，女生 286 人，占全体的 57.09%。学生分布于高中三个

年级，其中高一年级占 51.1%，高二年级占 18.16%，高三年级占

30.74%。通过调查可知，大多数学生（65.67%）已经养成了线上

学习的习惯。其中选择线上学习的主要原因包括：补充课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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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复习考前知识（23.75%）、预习新知（13.97%）及

其他原因（23.95%），其中以补充课堂知识占比较高，这可能由

于在课上的 45 分钟内，学生不一定保证注意力的完全集中，对此

OBE 混合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更满足学生学习需求。此外，

研究统计可知学生正对线上学习主要包括百度、B 站、MOOC 中国、

微信读书、QQ 阅读等渠道，如图 1 所示。

二、OBE 混合式教学对高中生物课程的影响分析

通过问卷星小程序，对呼和浩特市 501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

查，收集了学生混合式教学在高中生物课程实施途径感受与反馈。

调查覆盖了课堂参与度、注意力集中、自主学习能力、探究性问题、

小组合作能力、知识获取与分享以及课堂目标的清晰度等多个维

度。由表 1 可知，在不同维度上，OBE 混合式教学都可以显著提

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注意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探究性问题的

提出能力，学生对混合式教学在高中生物课程实施途径支持率较

高。此外，该模式可以促进学生的小组合作能力和自我驱动的学

习态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整体学习成效。因此，混合式教学模

式完全能够满足高中生物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值得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推广应用。

表 1.OBE 混合教学模式影响维度统计表

OBE 混合教学影响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提高课程参与度 44.31 51.3 4.39

结合多媒体教学后，增强课程注意力 80.04 17.56 2.4

明确课堂目标与学习问题 63.87 32.93 3.19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67.86 29.94 2.2

提升发现探究性问题能力 60.28 35.53 4.19

提升小组合作能力 61.28 34.53 4.19

增强知识共享能力 65.27 30.34 4.39

提高课堂参与度与自主学习能力 70.06 26.15 3.79

提高学习成绩 63.47 33.53 2.99

三、基于 OBE 理念课程混合式高中生物课程教学案例动物细

胞培养

该案例的教学目标：

1. 生命观念：类比内环境为动物细胞提供的生存条件回顾动

物细胞培养条件，阐明动物细胞培养的基本条件，体会生命的物

质观、稳态与平衡观等生命观念。

2. 通过对原代培养、传代培养、细胞贴壁、接触抑制等复杂

名词含义拆解探究，构建出动物细胞培养过程的模型，培养归纳

与概括、分析与综合、模型与建模等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3. 社会责任：通过对几起爆炸事故的反思，树立安全用气的

健康意识学生形成求真求实、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的价值观，通

过动物细胞培养技术解决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治疗难题的获得感、

幸福感。

动物细胞培养的条件和过程，解决难点的关键是运用图示和

演示实验等方法阐释，以及利用生活实际中的问题与生物知识相

联系。依据教材“从社会中来”中创设的生活情景，从本土环境

出发，结合近期呼市的爆炸火灾事故，引出对伤者救治的一大关

键在于烧伤皮肤的治疗，接着引出对大面积烧伤病人救治进行皮

肤移植时面临着皮肤来源有限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能否

通过科学技术获得大量自体健康皮肤？通过这些问题和贴近生化

的情境，学生进入动物细胞培养这节课的学习。

本节课以问题启发学生对教材进行阅读和深入理解，既有助

于培养学生阅读并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应对阅读量日趋

增大的新高考，也有利于学生形成兼具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的思

维习惯，为学生个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注重学生的展示

与表达，在指导学生活动及学生展示中也可以利用希沃白板，使

用手机拍摄小组结果，投屏到大屏幕上引起学生们进行补充、辨析，

以冲突的形式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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