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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血液循环途径”为例，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基于学习内容，围绕教学目标提出环环相扣的问

题，采用合作学习、小组讨论等学习方法，促使学生探索并解决问题，最终掌握体循环和肺循环的途径、

血液成分的变化以及血液循环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学生在一步步

探索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能学习到课内知识，还能提高学生的表达交流以及思维能力，提高生物

学学习兴趣。符合新课程标准对学生培养的要求，有利于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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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blood circulation pathway” as an example, we adopt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which is based on the learning content, puts forward the interlocking problems arou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adopts the learning methods such as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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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students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is process, the teacher is the guide and 
the students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lassroom.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step 
by step, students can not only learn the knowledge in the classroom, but also improve their expres-
s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inking ability, and increa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biology. 
It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tudents’ training, and is con-
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in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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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问题学习是基于学习内容，提出问题，促使学生探索并解决问题。在进行合作学习总结知识之

前，学生可以先通过自学组织问题的答案，再进行组内的沟通与交流。与传统授课方式不同，在基于问

题学习中，学生不仅能够学习这节课应该掌握的新知识，还能在学习过程中提高语言组织、表达交流以

及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基于问题学习中，教师的工作是根据教学重难点提炼精简出一系列问题，学生通

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方式，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并提高能力，符合新课程标准对学生

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 
“血液循环途径”是人教版初中生物七年级下册第四章第三节的内容，学习本节内容前学生已经学

习了血液、血管以及心脏的结构等内容，血液、血管以及心脏共同构成了血液循环系统，通过学习血液

循环途径进一步掌握血液循环系统的功能，也为后面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的协同作用的教学

奠定基础，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血液循环途径较为抽象，初一学生理解稍有困难，传统的教授法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借助环环

相扣的问题使学生自主探讨得出体循环与肺循环的途径，并通过模型构建将血液循环的路径更直观形象

地展现出来，加深学生的理解与记忆，加以在生活实际中应用习题的练习，加强学生将知识应用于实践

的能力。并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提高表达交流以及

团队合作能力。 

2.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的特征 

2.1. 问题驱动 

基于问题学习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环环相扣的问题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在基于问题学习中，

教师借助恰当的问题给学生提供与本节课相关的重点内容，并将实际情景穿插于问题之中，学生在探

究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学习、建构知识以及积累经验，进而使学生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能力，提升

素养。 

2.2. 主体参与 

基于问题学习突出特点为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由课堂的领导者转换为引导者、组织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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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模式下老师作为领导者为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理解和接受，无法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

主动性，学生学习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问题学习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轻松愉快的氛

围，让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在问题方向进行深入探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及自主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2.3. 以合作探究为主要形式 

小组合作学习是基于问题学习的主要形式。个体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小组内进行沟通交流。在合

作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拓宽学生的思路，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相互交流相互分享想法，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小组问题讨论完成后，再汇总各小组的意见集中解决重难点问题，提

升课堂的效率。 

3.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必要性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的权威性过高，学生认为老师的话都是对的。学生只是被动地去接受知识，当

学生出现与老师观点不同时，甚至在老师出现错误时也不敢去提出质疑。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唯唯诺诺，

不敢去质疑，不敢去创新。古往今来，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依赖敢于质疑、勇于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培

育不出创新性人才。而在基于问题学习模式中，注重体验式学习，针对围绕本节课教学目标提出的重点

问题，学生可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由地发散思维，全面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的主动性，进而促进学生

创造力的培养，提高其解决问题的创新性与先进性。 

4. 基于问题学习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应用实例——以“血液循环途径”为例 

4.1. 基于问题备课 

问题 1：什么是体循环？ 
体循环的起点是左心室，血液通过与左心室相连的主动脉到达各级动脉，再从各级动脉到达全身的

毛细血管网，在全身毛细血管完成物质交换后通过各级静脉，汇总进入上、下腔静脉，上、下腔静脉与

右心房相连，最终血液回流到右心房。 
1) 体循环的途径是什么？(以肝脏为例) 
左心室→主动脉→各级动脉→肝脏处毛细血管网→各级静脉→下腔静脉→右心房[1]。 
2) 血液流经肝脏发生了哪些变化？ 
血液到达肝脏毛细血管后，供给组织细胞营养物质和氧气，血液中营养物质和氧气含量减少，二氧

化碳和代谢废物的含量增多。同时将细胞产生的二氧化碳等代谢废物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的含量

增多。此时血液从含氧丰富的动脉血变为含氧较少的静脉血。 
问题 2：什么是肺循环？ 
肺循环的起点是右心室，血液通过与右心室相连的肺动脉到达肺部的毛细血管网，与肺泡完成气体

交换后，经过与左心房相连的肺静脉回流到左心房[2]。 
1) 肺循环的途径是什么？ 
右心室→肺动脉→肺部毛细血管→肺静脉→左心房 
2) 血液流经肺发生了哪些变化？ 
血液到达肺部毛细血管后，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进入肺泡，肺泡内的氧气进入

血液。此时血液从含氧较少的静脉血变为含氧较多的动脉血。 
问题 3：血液循环的意义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665


张春凤 
 

 

DOI: 10.12677/ces.2024.129665 606 创新教育研究 
 

人体的血液循环包括体循环和肺循环。通过体循环将营养物质和氧气送往身体各部分并把各器官、

组织的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通过静脉血带回心脏。这些静脉血再通过肺循环转化成富含氧气的动脉血。

总之，体循环和肺循环对维持人体细胞生活的良好环境起着关键的作用。 

4.2. 基于问题学习——以肝脏血液循环为例 

问题 1：血液如何从心脏到达肝脏？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学生讲解 
设计意图：以心脏到肝脏的循环为例，左心房收缩血液进入左心室，左心室收缩血液经主动脉、各

级小动脉到达肝脏内部毛细血管。通过本问题学生知道通过心脏的收缩与舒张，左心房的血液到达左心

室，并通过主动脉、各级小动脉到达全身的毛细血管网并发生物质交换，更加突出心脏的动力作用，并

能够引导回忆毛细血管的特点以及其特点对血液循环的意义。 
问题 2：到达肝脏的血液，成分发生哪些变化？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教师教授 
设计意图：到达肝脏后的血液中营养物质和氧气含量减少，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的含量增多。此时

血液从含氧丰富的动脉血变为含氧较少的静脉血。设置本问题意在学生能够知道体循环的路径以及在体

循环中血液在什么部位发生了何种变化，并在此时为学生讲解动脉血与静脉血的区别。 
问题 3：从肝脏流出的静脉血去往哪里？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学生讲解 
设计意图：从肝脏流出的静脉血经过各级静脉、下腔静脉回到右心房，此时从左心室出发的血液在

肝脏处完成物质交换，重新回到心脏。问题 3 与问题 1、2 环环相扣，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掌握体

循环的路径。 
问题 4：回流到心脏的静脉血怎样“更新”？ 
学习形式：合作学习、小组讨论 
设计意图：到达右心房的血液经过右心房的收缩到达右心室。通过心室的收缩经过肺动脉到达肺部

毛细血管，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肺泡内的氧气进入血液，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进入肺泡通过呼气排出体

外。此时血液就从含氧较少的静脉血变为含氧丰富的动脉血。含氧丰富的动脉血再由肺静脉回到心脏。

学生学习本节内容之前已经学习了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通过此问题的设置去引导学生理解肺泡与血

液的气体交换是肺循环的主要功能，并引导学生能够自主总结出肺循环的途径以及在肺循环中血液成分

在何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3. 基于问题课堂小结 

问题 1：吸入的氧气到达肝脏的途径是什么？ 
问题 2：肝脏细胞呼吸产生的 CO2 释放到体外的途径是什么？ 
学习形式：四人一组，合作学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成果展示。 
设计意图：四人为一小组进行讨论，能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并且此两个问

题是对体循环和肺循环途径的总结，学生想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清楚掌握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路径以及

在各处发生的物质交换，也可以通过学生问题的完成程度来判断学生对体循环、肺循环的路径以及在何

处交换何种物质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合作学习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对照示例图(图 1)进行自评和互

评。并在此时引导学生去思考心脏的哪些结构及功能推动着血液循环的进行，帮助学生回顾心脏的结构

以及三种不同的血管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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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ample diagram of blood circulation 
图 1. 血液循环示例图 

4.4. 基于问题拓展 

问题 1：“动脉里面流的是动脉血，静脉里面流的是静脉血”，这种说法对不对？为什么？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学生讲解 
设计意图：在体循环中，动脉里流的一般是动脉血，静脉里流的一般是静脉血，但在肺循环中，肺

动脉里流的是静脉血，肺静脉里流的是动脉血[3]。通过呼吸系统吸收的新鲜空气中的氧气就透过肺泡壁

和毛细血管壁进入血液，此时的血液是富含氧气的动脉血，并通过与心脏相连的肺静脉进入心脏。经过

体循环后，通过肺动脉进入心脏的是含氧气较少的静脉血。此问题的设置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血液循

环过程中物质交换的场所以及交换的物质。 
问题 2：某同学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现需静脉注射治疗。静脉注射药液怎样到达患处？ 
学习形式：合作学习、小组讨论 
设计意图：点滴注射药物一般经小静脉汇集到上腔静脉流到右心房，右心房收缩到达右心室，进入

肺循环后通过肺静脉回到左心房，左心房收缩到达左心室，通过主动脉、各级动脉到达患处的毛细血

管网。通过本题的设计学生可以知道手背可以看到的血管为浅层的小静脉，药物注射进小静脉后随血液

在身体各处循环，并能帮学生进一步理清血液循环的途径加深记忆和理解。并穿插口服药物以及肌肉注

射等情景，将所学知识更好地去联系实际。不管是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口服，药物都会随血液到达全

身各处的组织细胞，对于靶细胞来说是治疗，但对其他组织细胞来说是一种负担，在此引导学生不要过

度治疗。 
问题 3：请同学思考，在身体里血液循环真的是右边是体循环左边是肺循环吗？ 
学习形式：讲授 
设计意图：在身体内体循环跟肺循环不是左右分开的。因为动脉和静脉是伴行的，动脉静脉通过毛

细血管相连。课本以及教参所给的血液循环模式图如图 2 所示，体循环和肺循环是左右分开的容易给学

生造成误导。本题的设计意在纠正学生可能会产生的错误认知，并让学生对身体内血管的走向有更直观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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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ttern diagram of blood circulation [4] 
图 2. 血液循环模式图[4] 

4.5. 基于问题提升 

问题 1：体循环的意义是什么？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教师讲授 
体循环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物质交换。通过心脏的收缩跳动，将血液泵出左心室，经过主动脉、各级

小动脉到达全身的毛细血管网并发生物质交换，将营养物质和氧气送往身体各部分并把各器官、组织的

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通过静脉血带回心脏。通过这一过程还能维持内环境的稳态，保证机体新陈代谢的

进行。 
此外，体循环还涉及将水、二氧化碳、尿素、尿酸等代谢产物分别送到相应的器官进行代谢，如将

二氧化碳运送到肺并通过呼吸排出体外，将尿素、尿酸通过泌尿系统排出体外，以此保证组织内部理化

性质的相对恒定。通过体循环，内分泌器官也会把激素送到全身相应各个部位，以调节机体的生理机能。 
问题 2：肺循环的意义是什么？ 
学习形式：自主学习、教师讲授 
肺循环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气体交换，通过肺循环将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运至肺部，再由呼吸系统排出

体外，并给血液补充氧气经肺静脉流回左心房。真正的心脏是从鱼类开始的，鱼类的心脏仅有一心房一

心室，心房用来接收从全身各处流回的血液，心室则以其厚壁的肌肉收缩泵出血液。心室泵血至鳃，鱼

鳃上布满了毛细血管可以直接与水环境进行气体交换。两栖类从水生到陆生、从用鳃呼吸到用肺呼吸的

转变对氧的需求量提升，心脏结构也随之复杂化，拥有两心房和一心室，将肺循环与体循环分开，可使

血液以较高的压力送往肌肉和大脑等处，而不用担心损伤纤细的肺部组织。两个循环相对独立可进一步

提高泵血效率，但心室中会出现动脉血与静脉血混合的情况，混合血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往往是致死的。

哺乳类和鸟类是自然界仅有的两类恒温动物，必须有充分的供氧，因此进化出更完整的循环系统，心脏

结构为两心房两心室，体循环和肺循环完全分开，极大地提高了输氧的效率，满足了哺乳类和鸟类对氧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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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是什么？ 
学习形式：讲授  
在演化过程中，动物体对大型化和复杂化的更高需求驱动着心脏的演化，使其不断完善结构和功能

以提升泵血效率和运输氧的能力。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枢纽。体循环的起点是左心室，终点是右心房；肺循环的起点是右心室，终点是

左心房。不论是体循环还是肺循环，血液都要回归心脏，也要从心脏出发。体循环与肺循环共同构成循

环系统，通过体循环为身体各处的组织细胞供给营养物质和氧气，运走组织细胞产生的代谢废物和二氧

化碳。肺循环将血液中的二氧化碳运至肺部，通过呼吸系统排出体外，并给血液补充氧气，二者相互配

合。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泵。心脏主要由心肌组织构成，通过肌肉收缩和舒张推动血液流动，心室壁

比心房壁厚，血液射出心脏的动力来自心室[1]。左心室壁比右心室壁厚，因为体循环运输距离远，心脏

远距离运输需要更强的动力。右心室壁比左心室壁薄，输送血液出心脏的动力、运输距离都不如左心室，

输送血液到距离较近的肺。血液经肺部毛细血管进行气体交换后，再经静脉流回左心房，否则无法将氧

气运往其他组织细胞[1]。 

4.6. 教学效果分析 

本节课采用基于问题学习的学习方法进行教学设计，分为五大块内容。依据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提炼

出环环相扣的问题，让学生在一步步探索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需

要死记硬背，基本能达到理解性记忆的效果，并能通过自主绘制血液循环模式图来判断自己的理解和记

忆程度。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选取育才实验学校初一的六个平行班随机分成三大组进行实验，每一大组包含

两个班级，一班为实验组采用问题教学模式，另一班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习内容结束后当堂

进行测验，要求学生独立画出血液循环过程图并标注物质交换的场所和交换的何种物质以及动脉血和静

脉血的分布。结果显示三大组中实验组的大多数学生能够独立完成血液循环模式图的绘制，而对照组的

同学多反映记不住、画不出等情况。此外，三个使用问题教学模式的班级课堂活跃程度、学生积极性以

及参与程度均要强于对照组。此外血液循环途径较为抽象，初一学生理解稍有困难，需在后续的学习中

进一步检测学生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之后的习题练习中，实验组学生对习题的理解程度以及正确率也

均高于对照组。但学习形式多为自主学习、学生讲解以及合作学习，在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课堂时间不够、

课堂秩序不好控制等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还需加强引导和对课堂的掌控能力。 

5. 结语 

本节课围绕问题构建学习任务，通过五大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积极参与，教师充当引导者，充分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并能在拓展阶段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实践。教师在其中负责揭示核心观点和重要过程，使得学生能够真正理解知识并应用知识。虽然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有很多优点，但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足之处：1) 目前的教材不适于基于问题

学习模式的实施。2)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实施基于问题学习模式，

又要完成所规定的教学内容，现在有很多老师达不到这个水平。3) 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不利于基于问题

学习模式的推广，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更多是看成绩，侧重于应试教育。4) 基于问题学习的主要形式是

合作学习，课堂容易出现秩序混乱，课堂的实施效果依赖于教师对课堂的把控能力以及学生的素质。 
总之，基于问题学习模式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大有裨益，但在教学实际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基于

问题学习模式的推行任重而道远。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665


张春凤 
 

 

DOI: 10.12677/ces.2024.129665 610 创新教育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文超. 基于问题设计探究活动, 建构血液循环途径模型[J]. 生物学教学, 2023, 48(11): 88-89. 

[2] 钱霞. 建构生物模型突破教学难点[J]. 生物学教学, 2022, 47(3): 77-80. 

[3] 宋晓雪.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在初中生物教学中的比较应用[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

学, 2019. 

[4] 生物学(七年级下人教版)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9665

	基于问题学习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以“血液循环途径”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Biology Teaching in Secondary Schools
	—Taking the “Blood Circulation Pathwa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的特征
	2.1. 问题驱动
	2.2. 主体参与
	2.3. 以合作探究为主要形式

	3. 基于问题学习模式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必要性
	4. 基于问题学习在中学生物教学中的应用实例——以“血液循环途径”为例
	4.1. 基于问题备课
	4.2. 基于问题学习——以肝脏血液循环为例
	4.3. 基于问题课堂小结
	4.4. 基于问题拓展
	4.5. 基于问题提升
	4.6. 教学效果分析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