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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教版必修三《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一节知识、过程、概念较多,学生在新授课的基础上很难对核心内容有全面

把握。本文结合新授课学生的作业、提问、反馈生成的教学反思,对这一节内容进行了再教设计,以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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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反思 

美国学者波斯纳(Posner)提出了一条教师成长公式：

经验+反思=成长。教学反思是指教师为实现有效的教育教

学,在教师教学反思倾向的支持下,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的理论、假设,进行积

极、持续、周密、深入、自我调节性的思考,而且在思考过

程中,能够发现、清晰表征所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并积

极寻求多种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过程[1]。教学反思不仅仅是

教师的一种认知行为,反思的认知活动中还伴随着教师的

情绪和情感体验。本教学反思来源于日常教学实际,以再教

设计为落脚点,面对学生的提问和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实际

表现由感而发,希望通过新授课——反思——再教设计弥

补教学中的缺憾,提升课堂教学有效性。 

1.1《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一节出现了很多与能量相

关的概念,学生对生态系统的组成以及食物链食物网都有一

定的了解。在新授课时,可立足于这一基础来阐明能量流动

的过程出现在个体、种群、生态系统这些不同生命系统层次

时的具体情形。但从学生的作业反馈来看,他们对能量流动

以及相应的生理过程并不清楚。 

反观这些概念,有的是学生已经接触过其实质,但此处

用一些专有名词进行表述,如“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同

化作用”、“呼吸作用散失的能量”,这些概念可以在新课教

学中引导学生回忆,与他们已有知识联系起来；另一些概念

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能量传递效率”、“能量金字塔”、

“能量的多级利用”、“能量利用率”,需要在讲课时解释清

楚,并结合具体的图示、情境提醒学生注意各概念具体所指。 

1.2通过课堂提问和作业反馈,发现学生在回答归纳性

提问时表现不佳,比如“初级消费者同化的能量,该部分能量

的去向有哪些？”、“你能根据某一具体的生态系统图示,写

出能量流动示意图吗？”、“你能根据能量流动示意图总结每

一营养级能量的去向吗？”。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新

授课多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学生无法对能量的来源去路

有一形象的认识,更多的是机械地记住几部分能量的关系,

因此在回答归纳性问题时表现不佳。针对此点,在教学中应

该让学生充分自学、质疑、讨论,在讨论环节中发现概念的

正确性以及感性经验知识的不完备,而后正确地把握住概念

的核心。教师可调整教学策略,换个角度让学生在合作、探

讨、质疑中思维得以碰撞,得出全新的、不同于学生已有经

验的知识。 

1.3通过习题反馈可以看出,学生对于能量流动的图示

(方框图、示意图)、具体实例中能量传递效率的计算、能量

守恒的理解仍然不是很清楚。在新课教学中,可以结合习题

中经常出现的图示,引导学生分析归纳,深化学生对核心概

念的理解。 

2 再教设计 

2.1教材分析 

人教版必修三《稳态与环境》中“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一节内容,是在学生学习了生态系统的定义、组成、结构的

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的功能,通过对能

量流动过程的分析,找到能量流动的一般形式,并结合具体

实例找到能量流动规律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能量流动的

规律来调整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关系,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

合理有效的利用。这部分内容既有具体的知识,又有抽象的

概念的理解,还有对内在规律的掌握和应用,非常完整地体

现了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变的意义。 

2.2学情分析 

通过前面的学习,学生知道了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的相

互关系,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能量流动。但能量流动是一抽象

的过程,还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简化思维的能力,

在教学时应注意引导,把握由简单到复杂,由特殊到一般的

原则。 

2.3教学目标 

基于教学反思和教材、学情分析,确定如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了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概念。(2)掌握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过程和特点。 

能力目标：通过讨论,学生会分析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

情况；在对赛达伯格湖这一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实例分析中,

学会从守恒角度对数据的进行分析、处理。 

2.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通过对具体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分析,知道可以通过调

整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在讨论与辨

析中学生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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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教学策略 

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教学策略：由具体而典

型的某一食物链中的生物抽象到每个营养级的生物种群,来

研究营养级中的能量流动。 

变式训练加深学生理解：通过习题中的图例、情景,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书本中的概念。 

现实问题帮助学生学会应用规律：结合书中给出的两个

农业生态系统,让学生找出其中富有意义的做法,并说出背

后的原理和规律,逐步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基于能量

流动的分析对可持续发展形成科学认识。 

2.6教学过程和内容安排 

PPT展示草原生态系统(草、兔、狼等生物)。 

问题设计：这个生态系统包括哪些成分？；你能列举出

其中一条典型的食物链吗？；食物链的功能是什么？(能量

流动、信息传递)；能量在哪？你觉得会怎么流动？ 

2.6.1能量流动的过程 

阅读书本,然后讨论能量如何进入食物链及其在食物链

中的传递、转化和散失。通过下图[2],展示能量流动的具体

过程。 

 

问题设计：摄入的能量与同化的能量相同吗？传递到下

一营养级的能量是哪部分能量？你能归纳每一营养级同化

能量的去向吗？ 

由以上分析,概括出能量流动的一般过程(能量流动示

意图)。 

2.6.2能量流动的特点和相关计算 

结合赛达伯格湖分析能量流动的特点,找到其中的守恒

关系及能量传递效率。 

由以上分析得出能量传递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现实的生

态系统中的表现。(提示学生关注上图箭头和方框中数值)。 

问题设计：能量等式有哪些,你能说出它们的生物学意

义吗？能量由第二营养级传递到第三营养级传递效率是多

少？传递效率为什么不是100%？ 

习题：能量传递效率的计算。 

非洲某草原生态系统有如下食物网： 

 

结合图示分析A/B/C/D代表的是哪部分能量,然后逐个

判断,并指出其中错误。 

 

生产者                    初级消费者 

给出变式的图解让学生清楚同化能量的去向。 

 

2.6.3能量流动的意义 

给出一个具体的人工生态系统模式图,通过问题帮助学

生分清能量传递效率与能量利用率的区别。“荒岛求生问题”,

展示数据和两幅饥饿的图片,为解决人口和粮食之间的矛盾,

我们人类可以采取哪些措施？[3] 

3 再教设计与新授课对比 

再教设计的核心是基于教师已有的授课经历和课后感悟,

对教师而言这种授课经历和感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再教设

计是对新授课的教学反思进行深入挖掘,理性分析,并在此基

础上重新组织自己的课堂教学,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3.1从本再教设计中可以看出,教学反思的着眼点是针

对授课后学生理解上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改进以提高课堂

效率并加深学生对核心概念的理解,而不是纠缠于这堂课有

哪些亮点、不足。 

3.2本教学设计在教材分析中,关注知识面层之间的逻

辑和上下位关系,更加准确地把握住了概念间的联系,只有

对知识点之间上下位的关系有清晰地认识才能在课堂教学

中帮助学生更好地构建知识结构。 

3.3在教学策略和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多样化且行之

有效的教学安排,改变一贯的讲授策略。 

3.4再教设计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学生的高级认知活动

上,帮助学生有效突破理解和应用层面的“思维转弯”。 

作为一种尝试,再教设计并不保证一定有效合理,可能

会因为教学对象的改变、学情的不同,在具体情境中又会有

不同问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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