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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五节《显微镜下的各种生物》的第一课时的教学内

容，主要是单细胞生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衣藻为例的

单细胞植物，二是以草履虫为例的单细胞动物。 这一课时的

教材内容只有一个页面，其中仅短短的两百来个文字，四幅

关于衣藻、草履虫的外观图片和它们的结构图，还有观察草

履虫的活动设计和对草履虫结构、功能的思考题。教学内容

的核心就是让学生了解以衣藻、草履虫为代表的单细胞动植

物的结构特征及相应的功能。 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有如下的

教学设计： 1.观察衣藻、草履虫活动的视频观察事实，引起

思考； 2.观察并认识衣藻、草履虫的结构图片观察学习基本

内容；百考试题整理 3.结合衣藻、草履虫结构图学习各部分

相应的功能引申拓展学习深入内容； 4.对比衣藻、草履虫的

结构功能，总结单细胞生物的特点总结归纳，获取知识及规

律。 显然，以上的教学程序应用了以衣藻为例的单细胞植物

与以草履虫为例的单细胞动物之间的对比教学法，通过对比

它们的异同点，学习单细胞动、植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

而归纳出单细胞生物的特点。 这一教学设计除了对比法教学

的应用可圈可点之外，通过结构图来学习单细胞动、植物体

内每一种结构的相应功能，从而使学生形成了“生物体内结

构与功能相适应”的意识，即“结构决定着功能”的思想，

这也是很不错的。此外，从特殊的衣藻、草履虫（具体的）

总结归纳出单细胞生物（一般的）的特征，这种类似于逻辑



实证主义的教学思维，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

，以上的教学设计，立足于学生学习的心理基础是接受式的

，即学生通过对教师（或教材）展示的教学资源（视频、图

片）进行观察、分析、综合、对比、归纳等学习，是以学生

对外部客观知识（衣藻、草履虫的结构功能）的一种接受，

知识的学习过程是从外而内的。 笔者无意于否定接受式学习

，甚至在许多时候对接受式学习抱以很大的希望与肯定。但

以此课时内容为例，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一个以建构式学习

的模式呢？以下就是立足于建构式学习的一种教学设计的思

路。百考试题整理 1.观察：观看衣藻、草履虫活动的视频根

据事实，形成问题； 2.问题：描述衣藻、草履虫的活动（包

括运动、摄食）过程提出问题，并尝试思考解决问题； 3.猜

测：根据衣藻、草履虫的活动，画你心目中衣藻、草履虫的

结构，并解释（功能）以小组为单位，根据“事实”对其背

后的“原因”进行猜测，从而建构新的知识内容； 4.完善：

师生讨论完善衣藻、草履虫的结构通过讨论、交流、评价，

建构完整的知识结构。百考试题整理 在上述建构式学习过程

中，与前述第一种接受式学习一样，也应用了衣藻与草履虫

的对比教学法，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建构式的学习对

于衣藻和草履虫的结构并不是教师直接给出的（在接受式学

习的教学设计中，教师直接展示了衣藻和草履虫的结构图）

，而是在学生观察了衣藻和草履虫活动视频的基础上，以小

组合作学习的方式，通过对衣藻、草履虫的结构图进行猜测

（绘画）、解释后建立起来的百考试题整理。 我们知道，学

生在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衣藻、草履虫的结构进行绘画时，对

画出的每一个衣藻或草履虫的结构都有自己的“理由”，而



这种“理由”其中就有学生对于每一种“结构”对应的“功

能”的解释，即学生通过活动观察了衣藻或草履虫具有了某

种功能，那它就会对此功能“形成”一个相应的结构，这其

中就体现了“结构决定着功能”、“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

思想。而更重要的是，猜测绘画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对正确

知识的“同化”、“顺应”的过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教

学设计环节，即当教师展示不同小组的作品后，其他小组同

学对展示的作品进行一番“品头论足”，或提出不同意见，

或提出改进意见，从而不断地对学生的“作品”进行修正、

改进，而且说出改进的原因，使“作品”更接近于真实的衣

藻、草履虫结构图。百考试题整理 正因为有了这些过程，建

构式学习才比接受式学习更令人向往与青睐。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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