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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构主义注重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最近发展区”理论关注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预期潜在

发展水平，进而提供学习支架。将“最近发展区”理论应用于“DNA是主要遗传物质”的教学设计和教

学过程中，可有效地提升课堂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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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vism emphas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the 
theory of “zone of nearest development” focuses on students’ existing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
ticipates the potential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n provides learning scaffolds. Applying th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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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zone of nearest development” to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process of “DNA is the main ge-
netic materia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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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22 年工作要点》明确指出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1]。要提高教学质量，首要提

升教学效率；在措施上，学情分析尤为重要，学习支架的架设是重中之重。维果茨基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曾提出“最近发展区”理论，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儿童实际的智力年龄能力水平，即儿童现有的知识

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二是在他人帮助下达到的水平，即潜在的知识发展水平，两种水平之间的差距

就是“最近发展区”[2]。教师在教学中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先确定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预测其进

行知识构建的困难程度，从而在课堂上提供学习支架，就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提高学习者构建知

识的心理结构和信念。 
“DNA 是主要遗传物质”是 2019 年人教版普通高中生物学必修 2《遗传与进化》第 3 章第 1 节[3]

的内容。本节首先在“问题探讨”栏目中提出问题“蛋白质和 DNA 究竟哪一种是遗传物质呢？”，然后

介绍早期对遗传物质的猜想，安排了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和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以科学史资料展

开探索过程，诱发探究欲望，并运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结论：“DNA 是遗传物质”，最后补充烟草花叶

病毒的遗传物质为 RNA 的特例完善结论：“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2. 寻找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 

课堂教学前，要重视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教学，能保证学生迈出的第一

步是扎实的，建构出的知识体系才能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发展水平。学情分析即为寻找学生“实际

发展水平”首要任务，诸如学习者的一般特征、起始能力以及学习风格，从而得出较为准确的“实际发

展水平”。 
学习“DNA 是主要遗传物质”这部分内容，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如下：第一，授课对象为高一

年级学生，此时学生具有一定的观察与归纳能力，但是逻辑思维能力有待提升。第二，学生通过生活经

验和初中学习，已经粗略地知道 DNA 是遗传物质，了解了“细菌和病毒”的特征、结构和培养方法；此

前已学习了若干个探究实验，能理解并运用“控制单一变量”和“同位素标记法”等实验方法，在“酶的

特性”学习后已掌握了“酶具有专一性”，其主要缺憾是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较弱。第三，本

学段的学生多处于想象型学习和分析型学习阶段，对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依据以上

学生“实际发展水平”分析，才能明确需要多大程度上去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去集中学生的注

意力，才能在课堂中最大程度地提升教学效率。 

3. 走向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 

课堂教学中，教师最关注的是学生的获得感，对知识的渴求度，采用纸笔测试去检测学生的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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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很难将检测结果转化为促进学生学习的动力。因此，在教学中，要重视评价学生通过学习后是否达

到“潜在发展水平”，更要重视在课前确定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和课中如何引导学生走向“潜在发展

水平”，以此为目标设计合理充实的课堂活动，提供学习支架，能确保学生获得收获最大化，并提升学

习效率。 

3.1. 课前确定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 

教学前需要依据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情况和社会需要制定具体、可测的教学目标，即确

定学生所能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 
“DNA 是主要遗传物质”这部分内容学习，其应达到的“潜在发展水平”分析如下：第一，普通高

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 [4]要求落实次位概念“3.1.3 概述多数生物的基因是 DNA 分

子的功能片段，有些病毒的基因在 RNA 分子上”的教学，即明晰 DNA 是遗传物质，RNA 也可以是遗传

物质；第二，本节教学内容共有三个教学因子，即对遗传物质的早期推断、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和噬

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以科学史为线索串联整节内容，内容逻辑为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寻求验证–得

出结论–修正结论；第三，高一年级学生年龄为 16 岁左右，认知发展已能够进行逻辑推理，例如依据肺

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变量设置、实验操作、以实验结果推理得出实验结论，进

而推理出基因的化学本质；第四，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是社会对中学生的理念导向；通过多则科

学史资料的梳理，逐步形成批判性思维、严谨的科学态度等，认同科学家积极探索、尊重证据的精神等

等有助于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潜在发展水平”即可通过核心素养目标设置而具体呈现：① 学生通过体验与分析

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和烟草花叶案例等科学史料，概述并构建“已经加

热杀死的 S 型细菌中，含有某种促使 R 型活细菌转化为 S 型活细菌的活性物质——转化因子”、“DNA
才是使 R 型细菌产生稳定遗传变化的物质”和“DNA 是主要遗传物质”。② 学生通过设计“探究转化

因子是 S 型细菌中的某种物质”的实验和参与体验剧本杀活动，分析肺炎链球菌的体外转化实验，阐明

自变量控制中的“加法原理”和“减法原理”。③ 学生通过讨论“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和“噬菌体

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科学史料分析实验优点与局限性，认同人类对遗传物质的认识和探索是不断深化、

不断完善的过程。 

3.2. 课中引导学生走向“潜在发展水平” 

以“潜在发展水平”为教学目标，结合学习者、教师自身特征、教学环境与情境等因素，确定教学策

略、教学方法及学习方法去搭建学习支架，引导学生走向“潜在发展水平”。 
本节课内容以科学史发展为背景、以探究实验为核心内容，并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进

行教学设计：第一，选择情景创设和科学史为教学策略；依据科学史故事创设时间主线式情景，首先，

讲述科学家追寻基因的历程导入新课；然后，学生自主阅读早期人们对遗传物质是什么的推断；最后，

介绍开展“肺炎链球菌的转化实验”和“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背景科学史故事，介绍科学史时，先引

导学生思考讨论和尝试设计实验然后引导学生分析科学史，获得证据通过表达交流得出结论；第二，选

择讲授法和提问法为教学方法，例如，设置回顾型提问“染色体的组成成分是什么？”、“肺炎链球菌体

外转化实验的实验推断是什么？”、“S 型细菌中有哪些物质？”、“如何特异性地去除一种物质？”以

及“DNA 和蛋白质无法被直接观察到，可以采取什么科学方法进行观察？”等问题串；设置引导学生思

考并检测其听课状态的问题“DNA 和蛋白质，究竟哪种物质才是遗传物质呢？”、“如何将 S 型细菌中

的物质分离？”、“肺炎链球菌体外转化实验应该采用加法原理还是减法原理？”、“第一组实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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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以及“能否判断出噬菌体中哪种物质进入了大肠杆菌，能否初步判断出此种物质是遗传物质？”

等问题；活动探究型问题“处理后 B 试管中含有什么物质？”、“预测实验现象是什么？”、“依据实

验现象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如何标记噬菌体？”以及“为什么要搅拌和离心？”等问题；第三，建

议使用讨论法和分析法进行学习，分析科学史资料和实验步骤，讨论实验原理等。 
各个环节所搭建的学习支架，能帮助学生走向“潜在发展水平”，基于此进行教学，学生的收获将

涵盖核心素养的多个维度。 

4. 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分析学生的“现有发展水平”、探寻学生的“潜在发展水平”，利用合适的教学策略与方法搭建学习

支架，引导学生走向“潜在发展水平”，以此去提升教师的教学效率，教学效率的提升，还得重视学生的

学习体验，良好的学习体验是学生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教师教学的最高追求，因此，以学生为中

心的课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当遵从“最近发展区”理论去设计并实施教

学，学生的学习体验性会更强[5]。帮助学生在已有经验上建构知识带来的优越感，更能激发学习兴趣，

提升学业成绩，使学生获得成就感，亦可促进学生走进更高的“潜在发展水平”，如此良性循环，学生更

愿意努力提升自己。 
在“肺炎链球菌体外转化实验”教学时，教师可遵循“最近发展区”理论，通过教学活动优化学生的

学习体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例如组织剧本杀活动，把学生分为六个小组，第一组扮演有 R 型细菌的

培养基，第二组为有 S 型细菌的培养基，剩下四组分别为蛋白酶、RNA 酶、酯酶和 DNA 酶，学生结合

教学内容，开展剧本游戏“谁能‘复活’S 型细菌？”；通过游戏，得出实验结论，教师再引导学生进行

更深层次的总结；这样的课堂不仅增强了学生阅读能力、合作探究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在愉悦的学习

过程中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发展了多种综合能力，提升了学习效率，可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 

5. 结语 

“最近发展区”理论与高中生物学教学的需求契合度极高，找出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确定学

生的“潜在发展水平”，再利用教学策略和方法，搭建学习支架去引导学生走向“潜在发展水平”，整个

教学中利用“最近发展区”理论，寻找学生学习的“舒适区”，能带给学生愉悦的学习体验，能有效提升

课堂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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