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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探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生物学课程实施中存在科学探究教
学目标模糊、评价缺失等现象。本文提出对科学探究教学进行整体设计，将教学目标分
解，关注过程性评价，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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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原意是指科学家研究自然界中科学规律的基本方式，在我国新一轮的课
程改革中，把科学探究引入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
知识、领悟科学研究方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既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又是一种有效的学
习方式。初中生物学课程实施中，需要对科学探究的教学进行整体设计，关注过程性评
价，运用评价工具，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教学的目标、内容，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

　 　 １　 科学探究教学整体设计的意义

科学探究能力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任务的过程中，能
够逐步体验生物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掌握科学实验的思想和方法，提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科学精神。在生物学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科学探究教学
目标模糊、探究活动过程机械化、过分依赖教材、评价缺失等现象，导致科学探究教学效
果不理想。甚至因为探究性学习需要时间多，组织困难，难以驾驭，部分学校很少开展
探究性实验，影响到科学探究的教育功能发挥，制约学生的发展。

不同的科学探究实验有不同的价值，对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形成的贡献具有差异性。
在《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中，共有９个科学探究实验，各版本的教材
中，又开发了许多科学探究，如人教版中的“探究植物对空气温度的影响”，苏教版中的
“探究小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有的侧重于体验科学探究活动的全过程，有的侧重于
观察和提出问题，有的侧重于实验方案的设计，有的侧重于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有的侧
重于科学方法的掌握，有的侧重于科学精神的养成。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不断发展，在七年级和八年级的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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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的教学目标具有差异性。在各版本的教材中，“通过室外观察和室内实验，探
究影响鼠妇（或蚯蚓等）分布的环境因素”一般都是第一个科学探究活动，教学目标是让
学生参与科学探究活动，初次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能够
发现学生的起始科学探究能力与课程标准要求之间的差距，然后将科学探究能力进行
分解，选择在不同的学习内容中，分别进行训练，并通过反复强化，使探究成为一种学习
方式。在八年级下册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个科学探究活动，教学目标主要是对学生的
科学探究能力进行终结性评价，一方面对学生的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另一方面反思初
中阶段科学探究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偿教学。

因此，初中生物学课程实施过程中，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形成过程，整体设计科学探
究教学的内容和目标，能够提高探究活动的有效性，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２　 科学探究教学目标的逐级分解

目前，许多教师对科学探究教学目标的认识不全面，常常是为了实验而实验，探究
活动简单地依据教材进行，不关注学生的需求，不关注过程性评价。学生对实验教学的
目标认识更是模糊，走进实验室时什么准备也没有，注意力集中到实验材料上，急于动
手操作，不知道要观察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做完后要干什么。

加强预设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基础。科学探究教学的目标包含了认知领域、动作
技能领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域，从初中生物学课程的整体设计去分析，每一个探究
活动都是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而不能通过一次探究活动使学生
完整掌握科学探究的本质。对科学探究教学目标的逐级分解，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
是对科学探究能力的结构进行分解，二是对科学探究活动进行分解，见表一。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将科学探究分解为：“需要观察”、“需要提出问题”、“需
要查阅书刊及其他信息源以弄清楚什么情况已是为人所知的东西”、“需要设计调研方
案”、“需要根据实验证据来检验已经为人所知的东西”、“需要运用各种手段来搜集、分
析和解读数据”、“需要提出答案、解释和预测”、“需要把研究结果告之于人”、“需要明
确假设，运用判断思维和逻辑思维，考虑可能的其他解释”等。

表一　 课程标准中探究实验的主要教学目标
课程标准中的探究实验 主　 要　 教　 学　 目　 标

通过室外观察和室内实验，探究影响鼠
妇（或蚯蚓等）分布的环境因素

初次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

探究“酸雨”的危害 设计探究方案、收集和展示数据

开展“种子萌发条件”的探究活动 提出问题或假说、文献查阅、设计探究方案、分析和解释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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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光合作用的条件、原料和产物 设计探究方案、分析和解释结果
探究发生在口腔内的化学消化 提出问题或假说、设计探究方案、分析和解释结果
探究几种食物热价的差异 设计探究方案、收集和展示数据
探究蚂蚁或其他动物的行为 观察、提出问题或假说、设计探究方案、分析和解释结果
探究食品保存的方法 文献查阅、设计探究方案、分析和解释结果
探究酒精对水蚤的影响 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

　 　 ３　 科学探究教学的过程性评价

科学探究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过程，而评价是一个反馈机制，评价的目的是
为了发展，通过评价，学生可以更好地改善自己的学习状况，教师可以了解到学生的学
习情况而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科学探究能力具有综合性，每个环节所需要的心理特
征具有差异性，是观察能力、操作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
合，科学探究能力在探究活动中表现出来，能够进行观察和测量。

评价是根据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量化和非量化的测量过程，最终得出一个可
靠的并且逻辑的结论。科学探究能力的形成，是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掌握、科学方法的应
用、表达和交流的技巧之上的，科学探究能力评价应该反映科学探究的全过程。通过对
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可以建立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结构模型，见表二。

表二　 科学探究能力评价的结构模型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提出问题或假说 设计探究方案 收集和展示数据分析和解释结果

科学知识的掌握
背景信息和观察
结果与科学研究
相关

能设计符合逻
辑、安全和伦理
要求的探究方案

收集的数据是合
理和精确的，与
研究计划的目标
一致

使用科学术语正
确地报告结果

科学方法的应用
形成的问题或假
说是可以得到回
答或检验

设计的探究方案
为回答问题或检
验假说提供充分
的数据

数据的转换是有
效的、完全的，对
解释问题有价值

对过程和结果进
行批判性评估

表达和交流
清楚地表达问题
或假说以及背景
信息

能够交流探究方
案设计和实施过
程

为交流观察和测
量结果，有组织
地展示数据

所得的结果支持
结论，结论能表
明提出的问题或
假说

科学探究能力的过程性评价有及时评价和延时评价两种。及时评价是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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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教师通过观察和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展示等活动，及时给予肯定或者指正。但
一个教师面对全体学生，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呈
现评价标准，引导学生进行自评和同学互评。延时评价是课堂上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
完成工作单或实验报告册，教师课后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或假说、实验设计、实验结果等
进行评价，并尽快反馈到学生手中。

对初中生物科学探究的教学进行整体设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作为导向，有具体的
教学内容作为载体，有可靠的评价工具作为保障，这样才能真正面向全体学生，实现生
物学课程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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