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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中生物学科核心 素养的教学培荞策略

江 苏省 苏 州 市吴江 区 平望 中学 （
２ １ ５２２ １

）俞红成

摘 要 培养高 中 生 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
可以从生物核心观念的培养 、核心 能 力的 培养 、 理性思维的培养 、

核心知识的培养等 ４ 个方面进行。 教师要更加关注学 生学科能 力 的表现 ， 才能突破素质教育评价 的束缚 ，

切 实促进学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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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是
一 门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力 ， 以及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生物学科核心素

的科学 。 高 中生物学课程的核心任务 ， 无疑就是提高养就是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宗 旨 ，指导学生认识

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 促进学生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生物科学的价值 ，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品质 ，养成质

自 然观和科学的世界观 。 笔者根据 自 己 的课堂教学疑
、求实 、创新 以及用于实践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

经验谈谈如何培养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科学 、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

１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含义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高中生物学课程的核心任务 ，毫无疑问就是提高２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学生的生物学科素养 ，
而核心素养 的培养更是高中教２ ． １ 核心观念的培养

学的
一

个重要任务 。 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
“

以人在生物教学 中要重视引 导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

的发展为本
”

，提倡 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主中蕴含的核心观念认识和解释现实生活 中遇 到的疑

要 目标 。 课程 中所强调 的知识 、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问 ，鼓励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

能力 ３ 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平时测试中关注知识的积累 ，
体现生物学科不断提升

高中生物教学就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生物科学学生核心素养的价值 。 《普通 高中生物课程标准 （ 实

素养 ，
强调学生在知识 、科学探究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验 ） 》强调生物核心观是学生在学习 生物学概念 、 知

及对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认识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识后进行反思 、加工 、 提炼而形成的基本思想与认知
“

生物学科素养
”

是指学生通过生物学课程教育构架 。 教师应尽可能利用课堂教学 ，深人挖掘和提炼

及 自 身的实践 ， 获得相关的生物科学知识和探究 能生物教材中蕴藏 的生物核心理念 。 帮助学生树立正

５ 在学习 内容需要深化时他生物之上 ？ 

”

两个问题 ，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 ，
最终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是知识得 以深化和拓展达成共识 ：人类应该尊重生物同伴 ， 珍惜生命 ， 热爱 自

的最终落脚点 。 知识要有开放性和综合性 ，让学生学然 ，对某种生物是
“

有益
”

还是
“

有害
”

的评价 ，
不能 以

会合作 ，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 ， 激发学生的灵感 ，增人的好恶和利益为标尺 ，
而应该把它们放在生态系统

强学生的创 新 意识 。 例如 ， 在
“

探究光对鼠妇 的影中 ，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去考虑 ， 从而激发了学生对 自

响
”

实验之后 ，有学生针对教材 中提出 的将 鼠妇重新然 、
生命的珍惜和热爱之情 。

放归大 自然的要求提 出异议 ，他认为鼠妇会影响人类在教学实践中 ，学生合作时机的把握 ， 还需要教

的生活环境 ，
属于害虫 ，

不应受到人们的保护 。 对此 ， 师创造性地去探索 。 只有找出适合 自 身特色 的方法 ，

教师提出 ：

“

对人类无益 的动物我们人类就要消灭它才能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 的

们吗？ 

” “

人类在生物圈 中 的地位是否应该凌驾于其主人 ，
让教师 品尝到教学成果的甜蜜 。 Ａ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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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动态平衡观点 、生态学观点 、 生物进化观点和可 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一主题设计辩论 ，课前

持续发展观 ，树立辩证唯物 主义 自 然观 ， 逐步形成科 要求学生上网收集相关资料 ， 在课堂上分组展开讨论

学的世界观。与交流 。 目 的是让学生对转基因生物 、食品 的安全性

在教学中通过具体分析生物学知识 ，使学生形成 有更全面的认识 ，对转基因工程技术这一尖端科技有
“

动态平衡
”

这一生物学核心观
， 如 ＡＴＰ 与 ＡＤＰ 的相

一

正确态度 ，从而能 以理性的 、积极的态度关注问题

互转化 ；细胞失水与吸水 ；
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 ；

体温的解决 ，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发展批判性思维 。

调节 、血糖调节 ； 出生率与死亡率 、
生态平衡等 ，

可以２ ． ４ 核心知识的培养

看出它们分别在分子水平 、细胞水平 、个体水平 、种群在 日 常教学中 ， 教师应抓住课堂时机 ，把生物核

水平与生态系 统水平上反 映了动态平衡的观念 。 以心知识的培养与核心素养 的联系放在教学 的重要位
“

生物核心观念为本
”

的课程 与教学 ， 揭示的是知识置 。 人教版高 中生物学 教材 的核心知识体系包括 ：

的本质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提取与迁移 。 这（
１

）生命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单位 ：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

种核心观念的形成使学生在不同情境 中运用知识分元素及化合物 ，细胞的基本结构 ， 细胞的物质输人和

析问题 、解决问题 ，并对新情境 、新问题做出预测 。输出 ，细胞内 能量 的供应 和利用 （ 光合作用 、 呼 吸作

２
．
２ 核心 能 力 的培养用 ） ，细胞的生命历程 ； （

２
）遗传 、 变异和进化 ： 遗传因

对生物信息提取 、整合 、运用 的能力构成了生物子的发现 （孟德尔遗传定律 ） ，
基因 和染色体的关系 ，

核心能力的
一

部分 。 在近几年 的高考 中 ， 以图表形式生物进化 。 （
３

） 稳态与环境 ： 内 环境与稳 态的概念 ，

考査学生能力的题 目形式多样 。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生命活动调节 （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植物激素

要着力培养学生的
“

图表
”

能力 ：

一

方面 ，
要帮助学生调节 ） ，

生物与环境 （ 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 ） 。

认真解读教材 中的 图表 ， 以基础 知识奠基 ，
以学科思例如 ，

人教版高 中生物必修 １ 第 ６ 章第 １ 节
“

细

想引领 ，从局 部到整体 ，从结构到 功能 ， 从孤立到联 胞增殖
”

的教学 ，使学生掌握有丝分裂的规律 ，
了解有

系
；另
一方面

，
要注意精选各种相关的 图表 ，如教材以 丝分裂的意义。 教师活动 ： 课前准备染色质和染色体

外的信息 。 使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理解更 模型 ，让学生结合教材相关知识思考 ，教师讲解 ，师生

加深刻 ，
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共 同归纳 、推理细 胞分裂过程 ， 同 时 总结染 色体及

历年高考试卷中经常会出现两种 图表类型 ：

一类ＤＮＡ 的变化规律 。 学生活动 ：学生分组合作 ，
画 出染

涉及细胞形态 、结构方面 ，
要求学生能正确识别

，并运
色体和 ＤＮＡ数 目 变化 曲线 图 ， 并推选各组学生代表

用图中的相关信息结合生物学概念和原理来分析 、
思

展示成果 。 师生活动 ： 分析各组学生代表 的成果 ，找

考问题 。 例如
，给 出

一

张动物细胞结构示意图 ，设计 出错误 ，弥补缺陷 ，最后师生共同归纳染色体和 ＤＮＡ

一

系列问题 ，如抗体的形成等 ，
要求考生联 系 相关知

的变化规律曲线 。

识及细胞器的功能来回答
；
另一类涉及与实验有关的

３ 反思＇与展望

数据 、现象 、结果或规律等 ，有很多表现形式 ，

一般是从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 向核心素养教育模式 的

表格 、曲线图 、柱形 图等 。 这类题要求学生有较高 的
转变 ，是新课程背景下素质教育发展的必然 ，

具有深

分析 、判断和推理能力 。远的意义 。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行 ， 教师要更加关注

２ ． ３ 理性思维的培养

°

学生学科能力 的培养 ， 才能 突破素质教 育评价 的束

生物课堂是培养学生雜思维的前沿阵地 ，在新
缚 ’切实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 对

ｆ
生核心素养

课程背景下 ，麵翻实捕麟学生的雜思麵
的培养雜重点放娜麵学上 ，贿融人核心素养

行培养 。 高考试麗細开獅赌 ，要酶试题巾
的课堂才是学生真正 自 主学 习麟堂 ，更是魅力

的
“

新情境题
”

，学生除 了具有扎实的基础 知识外 ，
还

需具备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 、数学方法 、模型方法等理ｗ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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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瑞林 ？ 核心素养 ： 素质教育再出发的起点 ［

Ｎ
］

． 中 国教
性思维 。 在课堂教学中 ，

教师应适时组织学生运用 已冑
有的观点对所学冋题进行分组辩论 、鼓励学生大胆 阐

［ ２ ］ 刘恩 山
，汪忠 ．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 （实验

）
解读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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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 自 己的想法 ，进
一

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辩证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思维 ， 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 ３ ］ 陶忠华 ． 以观念建构为本的生物教学 ［
Ｊ

］
． 中学生物教

例如 ，在讲述
“

基 因工程及其应用
”

时 ，就转基因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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