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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教育是信息化教育的新境界，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形态，也是教育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现实高中

生物课教育中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仍坚持高考为指挥棒，以满堂灌的讲授方法开展教学；另一种是，

接受并应用教育信息化的最新成果，但是在课堂上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智慧教育的形式上，故而强化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中生物学启发性教学原则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光合作用与能

量转化”章节为例，通过强化线上技术普及与培训应用为高中生物课启发性教学原则奠定前提基础、利

用先行组织者策略强化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创设问题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究积极性、在教学

过程中构建问题串以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通过动画概念图引入直观教学，强化学生对抽象知识的

理解、强化分层指导和知识的应用与迁移策略研究，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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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art education is a new real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 inevitable form of educa-
tional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goal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re are two tenden-
cies in the education of high school biology in reality. One is still adhere to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the baton, using a teaching method that is full of lectures; another approach is to 
accept and apply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in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but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mainly focus on the form of smart educ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spiring teaching principles in high school bi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educa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apter on “photosynthesis 
and energy conversion” as an example, by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training applica-
tion of online technolog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inspiring teaching principles in high school biol-
ogy courses, utilizing the strategy of leading organizers to enhance students’ acceptance and under-
standing of new knowledge, creating problem scenarios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explora-
tion enthusiasm, constructing problem chains to increas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stu-
d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ntroducing intuitive teaching through animated concept map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bstract knowledge, strengthening hierarchical guid-
ance and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and transfer strategies of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the cul-
tiv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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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不断深入和广泛应用，智慧教育应

运而生。智慧教育既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新境界，也是教育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1]。智慧教育是我

国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它作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手段，引领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并

为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起着指向作用[2]。且智慧教育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度发达的教育形态，具

备公平性、终身性、创新性、开放性、个性化等多个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特征[1]。智慧教育的产生是我们

每位教育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但在现实高中教育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问题的存在，杨春莲

指出生物虽在高考范畴中，但由于其比重不高，难引起学校、教师及家长的重视，从而导致学生对生物

学科的关注度不够，学习兴趣不高[3]；张亚琼结合自身课堂教学实际情况指出生物课堂中仍存在教学策

略形式化的情况[4]；张永辉则指明了在生物课堂中，过于凸显教师的主体地位及教师受应试教育影响尤

为明显[5]；范慧玲通过调查发现在高中生物课堂中，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不高，且使用方式也有待优

化[6]。故而目前高中生物课堂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仍坚持高考为指挥棒，以满堂

灌的讲授方法开展教学；另一种是，接受并应用教育信息化的最新成果，但是在课堂上教师将主要精力

放在了智慧教育的形式上。忽视了真正体现教育规律的实质性东西，如我们通过几千年的演变总结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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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原则，从而使课堂教育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正是由于这两种倾向的存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强化智慧教育背景下高中学科课程教学原则的应用策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教学原则反映

了人们对教学活动本质性特点和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是指导教学工作有效进行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

教学原则包括启发性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因材施教原则等等，所谓启发性原则，是指教学中，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上教师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实时设问、良好

互动，启发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探索，从而获得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核心素养。高中生物课的

核心素养主要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念、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以及增强其社会责任

等四个方面，高中生物学课程是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课程之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初中生物的延伸、拓展

和深化，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相关生物学基本概念，揭示一些重要生命现象及其内

在规律[7]。本文主要以高中生物《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章节为例，来探讨在智慧教育背景下，启发性

原则的应用策略，可为一线教师打造一堂优质高中生物课程提供借鉴。 

2. 智慧教育的特征和优势 

所谓智慧教育的真谛就是通过构建技术融合的学习环境，让教师能够施展高效的教学方法，让

学习者能够获得适宜的个性化学习服务和美好的发展体验，使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

从而培养具有良好的价值取向、较强的行动能力、较高的思维品质、较深的创造潜能的人才[8]。简

言之，智慧教育的根本要义是，通过人机协同作用优化教学过程与促进学习者美好发展的一种未来

教育范式[9]。 
智慧教育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产生的现代教育形态，与传统教育相比具有突出

优势：其一是可以精准教学。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确教学，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自主性学习服务。智慧

教育合理、有效、创新地应用技术，以推动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的设计、实施和评价。其二是能

不断优化教学。以生物教学为例，传统的生物学教学只能满足于知识的认知上，而如今的生物课程可以

借助科技的手段，迅速地达到认知知识的目的，并能迅速地向更高层次的思维发展。还可以利用技术手

段，对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案进行快速的更新。而不断更迭可以持续改善教育教学过程。通过将教育设备

与互联网相连接，能够有效提升管理效率和质量。其三是有利于开放共享。这样便于优质的教育资源迅

速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通过各种信息途径，让全世界的学生及大众都能接触到适合他们的教育资源。

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无缝融合与共享是一种“大智慧”，它打破了教育资源的地理局限，提高了落后国

家和地区的教育品质。学习已不局限于课堂、校园，而更多地回到了社会、生活中，无论何时何地，只

要需要学习，都会出现。其四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生命的存在需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人

要有为社会增值的意识和行动，因此，在实施智慧教育时，要将创新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小

开始便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其五是便于智能推送。智能推送主要指物联网能够根据

学习者的需要，推送学习者真正需要的学习资源，在推送前就可以对学习者进行智能诊断、智能分析。

且智能推送也可以达成“人人教、人人学”的美好愿望，教育资源可以按需获取和使用，教与学也可以

按需开展。 

3.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中生物课启发性教学原则的应用策略研究——以《光合作用与能

量转化》为例 

3.1. 强化线上技术普及与培训应用为高中生物课启发性教学原则奠定前提基础 

超星、学习通是超星集团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学习者需求开发的多功能个性化学习 APP，包含丰富

数字教育资源，完整的网络教学等功能，可实现移动教学。超星、学习通被广泛用于各个学校中，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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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用超星、学习通前，对师生进行培训，以使师生能熟练运用超星、学习通等软件。在技术普及完成

之后，便可以建立学习数据库，以供学生随时查询相关数据。将本门课所要学习的课内资料和课后拓展

等相关知识建立成数据库，供学生随时查询，扩增学生的知识。 
在学习“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之前，便可建立与“光合作用”相关的知识数据库，如：光合作用

的概念、光照系谱图、光和电子传递连等知识以供学生提前了解，在学习该节之后，引导学生关注“光

合作用研究的最新进展”，还可拓伸至关注生物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从而落实学生社会责任这一核心素

养。此外数据库还可提供与植物工厂相关信息，介绍植物工厂的营养供给与光照管理等相关知识，给学

生提供一些与课程相关的课外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3.2. 利用先行组织者策略强化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 

所谓“先行组织者”指在学生在学习新任务之前给学生呈现具有更具抽象性和包摄性的材料。这也

符合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课前教师提供有一定难度的学习材料，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自

己寻找问题的答案或是通过教师在课中的讲解，最终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运用“先行组织者”策略之前需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基础。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

以及他们的基本能力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检测，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师

可以编订与光合作用相关的试题通过学习通 app 推送给学生，在学生作答后，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来

判定学生的掌握情况，从而生成相应的学习计划。二是基本能力，高一阶段的学生思维的目的性和逻辑

性已经初步建立，并且已经具备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但是还不够完善，而这就需要教师在后

续的学习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引导。 
在初中阶段，学生们已经初步学习光合作用的相关知识，他们对光合作用的原料、产物、条件和意

义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也掌握了光合作用中所涉及的相关实验和研究方法。然而，他们对光合作

用中的物质与能量转换机制尚不清楚。所以教师在这一节的教学中，需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引导他

们从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角度去理解能量的转化，并通过对科学史的分析构建高中阶段光合作用的概念，

深入理解光合作用的本质和意义，同时学习与光合作用该节内容相关的科学方法，提升学生基于证据进

行推理、归纳、判断等科学思维的能力。在强化新知识和已有认知结构的过程中，可利用学习通编制相

应试题，以及推送一些有关于光合作用中光反应和暗反应的过程的视频给学生，通过他们的完成情况来

反映先行组织者策略的应用情况。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学习内容上需要体现良好的衔接性，避免简单重

复；在认知水平需要能够逐步深入，实现学习难度的螺旋上升。 

3.3. 创设问题情境调动学生学习和探究积极性 

问题情境是学生进行生物学问题探究的基础。在高中生物课堂中创设问题情境不仅能调动学生的探

究兴趣，驱使学生积极探究，还凸显了以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即在教学的过程中创设有

利于学习的气氛，以学生为本。 
在该节内容中，可以利用教材中的“问题探讨”导入课题，播放植物工厂相关信息，介绍植物工厂

中植物所需要的温度、光照、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养液成分都是依靠人工来控制的，引导学生思

考两个问题：① 利用人工光生产蔬菜的优点是？② 为何要控制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等条件？ 
还可以通过给出白化苗植物和正常植物的对比图，提出“为什么有的植株会出现白化苗这种情况”？

从而引出植物出现白化苗是因为植物中的色素这一物质出现问题，紧接着提问：色素具体是怎样影响植

株显色的？有的植物呈现红色，这与叶绿体有关吗？从生活实际出发，引导学生讨论，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引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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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教学过程中构建问题串以增加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 

所谓“问题串”是在一定的学习范围或主题内，以一个特定的目的或一个核心问题为中心，一系列

的根据特定的逻辑结构而精心安排的问题(一般在三个及以上) [10]。 
在探究“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这部分内容时，可以设置如下问题串：① 选用新鲜的绿叶的原因

是什么？② 为什么研磨时要加入二氧化硅和碳酸钙？③ 滤纸条为什么剪去两角？④ 滤液细线重复画两

三次的目的是什么？⑤ 层析时层析液没过滤液细线会怎样？⑥ 滤纸条上会有几条色素带，它们的位置排

序及颜色、宽窄如何？⑦ 绿叶中的色素在层析液中溶解度大小排序如何？⑧ 绿叶中的哪一种色素含量最

多？⑨ 如果滤纸条上没有出现色素带，原因是什么？⑩ 什么原因导致滤纸条上色素带颜色偏浅？通过对

以上问题分析，可引导学生将结果和实验操作相结合，阐明其因果联系，发展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 
同时可以将启发式教学和构建问题串相结合从而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而启发也可以从提问启发、

比喻启发、对比启发等多方面进行。 
学生在学习“叶绿体的结构适于进行光合作用”这个知识点时，教师可以直接出示叶绿体的图片，

并提出问题：为什么叶绿体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植物吸收光能？叶绿体的结构如果变成线粒体这样的结

构，也会有利于植物吸收光能吗？运用提问启发式和直观图启发式来引导学生理解该知识点，加深学

生的印象。 

3.5. 通过动画、概念图引入直观教学，强化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 

利用动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最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技

术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动画生动有趣，这能够让课堂变得更加轻松活跃。在课件中展示动画，这

样学生们可以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这是非常有效的课堂教育方法。技术的利用，可以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在课前根据所要讲授的课程内容来制作精美动画和视频，通过在课中播放动

画和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自行完成相应动画的操作，从

而激发他们的兴趣，落实各知识点的学习。 
在讲解捕获光能的色素这个知识点时，可以利用光束从三棱镜的上端到下端反射光的现象，帮助学

生理解哪种光更容易被吸收，也可以与物理相关知识进行结合，从而利用跨学科内容启发学生理解生物

学。在讲解“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以及“叶绿体的功能”这两个实验时，可以将部分操作以动画

的形式展现出来，利用希沃白板，让学生自己拖动图片并控制相关变量，体会到实验的真实感，体会实

验的乐趣，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乐趣。此外，在讲解“光反应”和“暗反应”这两个过程，制作出水

分子、二氧化碳、氧气、还原型辅酶 II、ATP 等物质的动画，清晰明了地展示出各物质在不同阶段的变

化情况，易于学生理解掌握。 
在学生对各部分知识掌握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概念图将本节知识各级概念连接起来，学生在已

有的知识基础上对各知识的逻辑关系主动探索、积极建构，这不仅能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能形成学

生独有的认知风格。 
在学习光反应和暗反应这两个过程时，先帮助学生理解光反应阶段各物质的转化，其中包括水的光

解、ATP 的合成以及能量的转换；接着利用视频引导学生理解暗反应阶段各物质的转化，包括二氧化碳

的固定、三碳化合物的还原以及能量的转化。在讲解完光反应和暗反应这两个过程之后，提出问题：有

什么物质将这两个过程联结在一起？并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画出相应的概念图。 

3.6. 强化分层指导和知识的应用与迁移 

在分层指导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机器对学习者的历史答题记录进行收集，对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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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计算，并与作业题目中的信息相结合，自动抽取出相关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从而对目标学生

要实现的辅导目标进行判断，而利用电子设备对学生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基础、学生在课

上的专注情况、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在掌握学生的这些基本情况后，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作业设计，

在设计作业时，要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对题目进行分层，如：基础性作业、拓展性作业、拔高性作业。

可以向学生的电子书包里推送课后巩固习题，以闯关的形式来摸清学生对于本节课知识的掌握情况，后

续根据学生完成习题的情况，再将学习视频进行二次推送，从而达到给水平不一样的学生安排不同的任

务，而任务也是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 
光合作用的基础性作业可以包括对概念、过程式、色素的捕获等知识的默写以及简单与概念相关

选择题，这属于每位同学都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如果学生在这类知识上出现错误，则说明学生还

有部分知识未听懂，可以在课后给学生推送视频，可供学生重新学习。拓展性作业则是指题目中包括

与生活生产相关的知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需要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解答。而拔高性作

业则是类似于高考或是竞赛中出现的题目，这不仅考察学生本节课的学习情况，更考察学生的知识储

备量和基本功。 
在学习完一节知识之后，能够完成相应的习题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根据对本节知

识的学习，将所学内容运用到其他相关内容上，从而实现知识迁移，即：学习完光合作用的后，将光合

作用相关知识与前面所学的细胞呼吸相结合，实现横向知识迁移。还可以根据综合性的光合作用和细胞

呼吸的曲线图，以供学生分析，从而实现知识迁移。 
技术随着时代不断更新迭代，教育也随之不断进步，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智慧教育作为两者的融合产物也将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但是传统的教学原则作为遗传千年的教育产物

也是我们所不能摈弃的，如何解决新时代信息技术给传统教育精华带来的冲击，如何挖掘智慧教育蕴藏

的巨大潜能，如何将新时代、信息技术带给我们的便利与传统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它们更好地为我

们所用，帮助我们提升教育教学工作，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不断地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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