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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程与教学

围绕生物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教学

安　军
（北京市第一零一中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核心概念是学科概念体系的框架，是学科概念的精要。围绕学科思想和

核心概念的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学科本质，提高生物学核心素养，惠及学生终身。
思考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会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传递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需要教师

整体备课，思考学科知识的教育价值。学科思想的教学是学科教学的灵魂。高三是

提升学生对学科本质理解的良好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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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思想与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学科思想

生命科学经历长期的研究过程，逐渐形成了

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哲学层次上的学科思想。生物学科的学科思想

深深地植根于学科本身，它不仅对本学科研究具

有指导 意 义，也 丰 富 着 人 类 共 同 的 哲 学 思 想 宝

库。［１］例如，生命的物质与 能 量 观、结 构 与 功 能

观、稳态与平衡观、进化思想、生 态 学 思 想 等，

这些学 科 思 想 集 世 界 观、价 值 观、方 法 论 于 一

体，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和原则。

学科思想的教学是学科教学的灵魂［１］，它能

促进学生对学科本质的理解，使学生感受学科的

味道。学科思想的建立，需要贯穿整个学科教学

中，渗透在每节课的具体内容中。
（二）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比学科思想更具体。核心概念是构

成学科骨架的概念，它们揭示了生物学科的核心

内容，反映学科本质，其组合可以构成学科完整

的画面。［２］核心概念具有超越课堂之外的持 久 价

值和迁移价值，是概念聚合器［３］，是学科上位概

念，是在许多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生

物学科核心概念可以简要概括为：①生命系统是

一个多层次的、高度有序的、能够自我维持和自

我调节的开放系统；②生物与生物、生物与无机

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③遗

传和变异使物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延续和发展；

④生物进化论解释了物种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

生物学最大的统一理论。
（三）学科思想、核心概念、重 要 概 念 与 生

物学事实之间的关系

生物学科的知识体系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学事

实、概念和原理。其知识结构层次如图１所 示。

此图仿胡玉华老师科学视野下生物学知识结构层

次示意图［４］，重点展示了 学 科 思 想、核 心 概 念、

重要概念和生物学事实的关系。

概念的建立需要大量的生物学事实 作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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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生物学知识结构层次示意图

在大量的事实、一般概念的基础上抽取出重要概

念，在重要概念的基础上又概括出生物学核心概

念，进而提炼出学科思想。
核心概念与重要概念的关系是上位概念和下

位概念的关系。单元教学内容中的上位概念可称

为重要概念，单元教学内容中的下位概念可称为

一般概 念。在 单 元 教 学 时，要 围 绕 重 要 概 念 教

学，最终为形成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服务。

二、这一教学的育人价值

（一）提高生物学核心素养

生物学核 心 素 养 包 含 “生 命 观 念、理 性 思

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它是学生获 得 的 持

久能力和品格，是学生终身受益的学习成果。其

中，“生命观念”与本文的 “学科思想”是一致

的。学科思 想 的 教 育 帮 助 学 生 建 立 正 确 的 世 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作为思想和原则指导学

生的行为。学生在毕业后会忘记许多具体的生物

学事实，但由此建立起的学科思想将影响学生终

身。因此，学科思想的教学是学科教学 的 灵 魂。
赵占良在文章中谈到：“生物学学科思想最核心

的是进化思想和生态学思想，它们宛如编织生物

学知识体系的经线和纬线，贯穿宏观和微观，纵

横交错，浑然一体。进化思想和生态学思想是科

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解决了如何看待

自然界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取向。进化思想告诉学生，人类是大自

然的产物，同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员，而

不是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的主宰。生态学思想告

诉学生，生物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对

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控制在环境承载力和生态系统

调节能力范围之内，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

和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５］

因此，围绕生物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教学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
（二）提高学生的理解力

理解力是指同化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表

现在能快速将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框架中，并会

迁移应用。围绕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教学能够帮

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这种大的思想观点

和概念支架统摄性强，能够用来解释许多具体的

事物，为学生认识新事物和解决新问题提供概念

支架，从而提升学生的理解力。
布鲁 纳 在 他 著 名 的 《教 育 过 程》中 谈 道：

“原理和态度的迁移，这是一种先前的学习使日

后工作更为有效的方式。这种类型的迁移应该是

教育过程的核心———用基本的和一般的观念来不

断扩大和加深知识，他所学到的观念 （这个观念

具有既广泛又强有力的适用性）越是基本，则这

些观念对新问题的适用性就越广。学校课程和教

学方法应该同所教学科里的基本观念的教学密切

结合起来。”［６］这里提到的具有 “适用性”的一般

观念就是指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这种迁移的实

质就是演绎的过程。
学生往往抱怨生物学知识 太 琐 碎、记 不 住，

围绕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教学能把学生从记忆

大量的知识碎片中解脱出来。利用核心概念是概

念聚合 器 的 作 用，将 生 物 学 概 念 和 事 实 整 合 起

来，使生物学知识框架化、条理化，使理解和记

忆变得容易。围绕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教学促

进学生 对 学 科 的 深 层 理 解，使 学 生 不 仅 看 到 局

部，还能欣赏到生物学科的全景。［７］从整体把握，
关注知 识 间 的 关 联，便 于 在 新 情 景 下 迁 移 和 应

用，帮助学生摆脱大量的机械训练，实现减负。
（三）提 高 学 生 综 合 性 思 维 能 力 和 元 认 知

能力［８］

围绕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教学，帮助学生建

构良好的知识结构，需要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和进

行综合性思考，通过绘制不同层次的概念图、如

单元教学内容的概念图，模块内容概念图等，梳

理概念 间 的 联 系，将 零 散 的 知 识 系 统 化、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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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个过程既训练了学生的综合性思维能力，
又教会学生学习，提升学生的元认知学习能力。

三、这一教学对教师的影响

（一）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实施整体备课

思考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促使教师重新梳

理学科知识，从研究课程标准开始，分析模块间

的关系和模块的教育价值，逐一概括罗列模块核

心概念、单元重要概念，梳理各级概念与事实的

关系，最终提升自身对学科本质的理解。在此基

础上，教师 会 自 觉 地 以 单 元 为 单 位 进 行 整 体 备

课。考虑单元教学内容在模块中的地位和作用，
单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分析每节课的内容在

单元教学中的作用是什么，它的教育价值怎样，
并恰当选择教学方法。

（二）促进教师教育理念的转变

１．从原来只 看 分 数 转 变 为 着 眼 学 生 的 长 远

发展，发挥学科育人价值

整体备课策略使教师心中有课程标 准 意 识，
对生物学科的教育价值有深入的思考，使教师不

会只考 虑 学 生 的 分 数，还 着 眼 于 学 生 的 未 来 发

展，在教学中渗透学科思想，帮助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舍得为学生的健

康花时间，懂得生物学科对关注学生健康的价值

是许多学科不能替代的。

２．从原来讲 授 事 实 转 变 为 使 用 事 实 为 形 成

概念服务，关注概念形成过程

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能自觉区分概念与事

实，利用生物学事实、经典实验分析等帮助学生

建立概念。教师懂得概念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要

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可靠的事实和实验证据，教

师会耐心安排足够的时间使学生经历建立概念的

过程。因为他们懂得，如果不给够时间，就只能

导致学生对概念的死记硬背。
（三）使教师重视章节过渡的教学组织

对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研究与思考使教师

胸有全局，教师关注在学生头脑中搭建概念框架

的过程，所以特别重视单元章节间的过渡和分析

不同单元之间的关联，也注意引导学生阅读教材

每章的前言和小结。许多生物特级教师均重视单

元间转换的过渡语，试图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之间

的联系。

（四）使教学设计有灵魂有高度

学科思想的教学是学科教学的灵魂，站在学

科思想的高度设计教学，会有高屋建瓴之感。教

师不会仅仅停留在生物学事实和概念的讲解上，
还会引导学生体会知识背后的价值，提升学生对

学科本质的理解。
在 “植物生命活动调节”单元教学中，有些

教师只重点讲述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强调生

长素作用的两重性等基本概念和事实，却忽视了

这种调节本身的价值，即植物生存的价值———面

对多变的自然环境，植物通过激素调节适应环境

的变化，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繁殖。讨论 “植
物激素调节的意义 ”，体现了教师对于 “稳态的

观点”的理解。教师站在学科思想的高度去审视

生物学知识，也会把学生带到这一高度，促进学

生理解。
讲解 “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不 只 是 说

明两者的区别，还引导学生思考这两种反射活动

对动物生存的意义是什么。非条件反射是动物生

来就有的反射，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是动物生

存最基本的反射。条件反射是后天生活过程中建

立起来的反射，可以使大量的无关刺激成为预示

某些环境变化即将来临的信号，从而扩大人或动

物适 应 环 境 变 化 的 能 力。对 进 化 思 想 中 “适 应

性”的理解，激发教师产生这样的提问设计，学

生有被点醒的感觉。

四、传递学科思想与核心概念的有效途径

（一）整体设计

对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需要经历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这个过程

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阶段：初步认识阶段和深入理解

阶段。在新授课的每节课中渗透学科思想和核心概

念，这是初步认识阶段。高三复习课是深入理解阶

段。在复习课时，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生物学事

实和重要概念，通过复习课的横向比较，提升对学

科本质的理解。生物学的画卷是逐渐展开的，新授

课无法一下子呈现生物学科完整的画面。新授课依

次进行单元教学，仿佛在依次呈现 “拼图的碎片”，
而高三教学恰恰可以将这些碎片拼成完整的学科画

面，呈现学科全景。
例如：高二教学中有关能量的知识，分别在

·２８·



细胞的能量通货、细胞呼吸、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动等章节中讲述，新授课时尽管教师渗透能量对

于生命系统的意义，学生只能形成初步的认识，
不会达到深层理解；在高三复习阶段，学生已经

掌握大量的生物学事实和重要概念，需要在此基

础上点醒学生。教师首先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系统

的结构是高度有序的，然后比较 “能量在细胞、
个体、生态系统这三种层次的生命系统中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有什么共性？”进一步思考 “能 量

对于生 命 系 统 的 意 义 何 在？”帮 助 学 生 认 识 到：
“生命系统是开放的，无论哪种形式的生命系统

都需要能量的不断输入，都存在能量的输入、传

递、转化和散失过程。能量的不断输入用以维持

生命系统结构的高度有序性，而高度有序的结构

又是生命系统实现其功能的结构基础。”对于细

胞来说，其功能是细胞内物质转变和能量转化，
即新陈 代 谢，对 生 态 系 统 来 说 其 功 能 是 物 质 循

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细胞内部也存在信息

传递过程，个体的新陈代谢是建立在每个细胞代

谢的基础上的。多细胞个体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有

两个：运输问题和通信问题，即如何将物质与能

量运输 到 每 个 细 胞，如 何 通 过 细 胞 间 的 信 息 传

递，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评价阶段要求学生

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为生命下一个定义。可见，
学生对生命本质的理解是逐渐加深的，在高三年

级达到这种理解深度，有利于知识的迁移和综合

应用。要使学生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要求教师

深谙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对高中生物教学进行

整体规划。
（二）教学需要整体备课

１．四个层面的整体备课

整体备课分为四个层面，见图２。教师备课

要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从课程层面、模块层面

梳理学科思想、核心概念，分析不同模块间的关

系。在单元层面梳理重要概念和生物学事实的关

系，思考单元教学目标和评价方案，设计单元核

心问题。每节课的教学要为单元教学作出贡献。
经历这 种 自 上 而 下、从 整 体 到 局 部 的 备 课 和 研

究，有利于 教 师 整 体 把 握 课 程 标 准 对 教 学 的 要

求，深入理解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思考学科的

育人价值，做到胸有全局。

２．思考知识的教育价值是整体备课的重点

图２　四个层面的整体备课图解

单元整体备课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确定 “教什

么”，即对单元教学目标的深入思考。教师要不

断地追问自己：“这个单元中哪些知识是值得学

生持久理解的内容，它的教育价值是什么？哪些

内容对学生生活有意义，会影响学生一辈子，需

要转化为学生的行为？”那些需要学生持久理解

的内容通常是单元的重要概念、科学方法和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知识，并能体现学科思想和核心概

念。这个思考过程是区分概念与事实，区分科学

思想方法和基本技能的过程，有利于教师围绕重

要概念、科学思想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教

学，从而体现出生物学科的育人价值。
例如，对 “生态系统”单元教学，生态学的

知识与人类面临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是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懂得生态学原理，认同

只有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才能得以

延续和发展，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这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对当今

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生态学

思想的指导下，学生能自觉地把保护生态环境转

变成自己 的 具 体 行 动，如：节 约 能 源、绿 色 出

行；拒绝食用珍惜野生动物；宣传保护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的

社会问题时，能选择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本单元

充分体现出学科的核心概念：生物与生物、生物

与无机 环 境 之 间 存 在 复 杂 的 相 互 作 用、相 互

影响。
对生态学思想的认同和形成核心概念均建立

在单元重要概念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帮助学生认

识生态系 统 内 部 各 成 分 间 存 在 着 复 杂 的 相 互 作

用。所有生物都是它们生存环境中的一部分，它

们需要从生活环境中获取生存、生长发育的全部

条件 （包括食物、遮蔽场所）。所有生物被环境

所影响和限制，反过来，生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它们的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整体，
其各成分之间通过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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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成分相互作用、相 互 影 响，
所谓 “牵一发动全身”。生 态 系 统 通 过 负 反 馈 调

节实现其稳态，但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

有限度的，如果外界干扰超过一定限度，生态系

统就会崩溃。
教学中我们谈生态系统稳态如何维持，不如

变换角度谈生态系统如何变动，即生态系统是一

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系统，处于稳态中的生态

系统，各种群的数量围绕某一个数值上下波动，
这是由于 生 态 系 统 各 成 分 之 间 有 复 杂 的 相 互 作

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时刻处

于变动之中。任何环境因子的改变，都会使这个

生态环境下的生物种类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某

个局部的变化可能对这个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产

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我们甚至无法预估，
因为人类对生态系统成分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

认识不足，例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当人们在农

田中使用杀虫剂滴滴涕时，无法想象在南极融化

的雪水中会检测到它，而且滴滴涕会随着食物链

在动物体内富集并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
理解生态系统如何变动，还可以从历史的角

度分析，与 “群落演 替”和 “生 态 系 统 的 进 化”
相联系。群落演替体现出短期内 （几十年到几百

年）生物与生物、生物与无机环境的相互作用，
体现出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物种在竞争生态位的

过程中，群落内部物种的悄然更迭。群落演替可

以重演，而生态系统的进化是无法重演的。生态

系统的进化是以地质年代作为时间尺度的，在地

球上３８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中，物种集群式地灭

绝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物种的激增，仿佛上演着一

幕幕舞台剧，一些物种退出历史舞台，另一些物

种又纷纷登场。生物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可以从根

本上改变环境，有太多的实例说明生物与环境相

互作用共同进化。
生态系统稳态的调节、群落的演替、生态系

统的进化，都是通过 “生物彼此之间，生物与无

机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实现的，是在不同

的时间尺度谈论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系统的可变

性和发展性，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是生物圈的一部

分，人类的活动必然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人

类过度开垦、过度砍伐和狩猎、污染物的排放给

生态系统带来的干扰将引起生态系统的改变，包

括物种的灭绝、环境的恶化 （温室效应、臭氧层

的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解释 “生 态 系

统如何变动”更容易帮助学生形成环保意识。

３．整体备 课———自 成 一 体 又 与 单 元 重 要 概

念相呼应

每课时都有自己的教学目标、核心问题、评

价方案和教学设计，同时又呼应单元教学目标。
单元重要概念会落实在每节课的课堂教学中。由

于教师对课程标准中教育理念、学科思想和核心

概念有深入思考，教学设计时会有意识地加以渗

透，这样的教学有高度、有灵魂。图３表示了一

节课的教学范式。

图３　一节课的教学范式

４．用核心问题组织开展教学

单元备课和每节课的备课都要依据重要概念

设计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课堂的组织者和驱动

力，是教学主线。可以将重要概念以问题的形式

呈现出来，转变成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应具备挑

战性、一定的开放性，并能吸引学生始终积极参

与学习。核心问题的设计是教师备课的难点，同

时体现了教师劳动的创造性。学生如果能成功地

解释核心问题，表明他理解了。无论是单元教学

还是一节课的教学，教学目标、评价方案、核心

问题都要保持高度一致。
（三）教会学生框架式阅读和绘制概念图

教会学生阅读不只是语文教师的事。学会阅

读教材，并抽出重要概念，通过绘制概念图反映

并巩固学生的理解，这是学习方法的教学，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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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受益终身。
框架式阅读是指：看书要从书的题目和目录

看起，对于一个单元，依次关注节标题、节下标

题，关注 单 元 的 导 言 和 小 结，最 后 才 是 具 体 内

容；边看书边做批注，写出自己的理解或与前面

知识的联系；边看书边思考；绘制单元概念图。
概念图便于梳理概念之间、概念与事实之间

的关系，便于建立良好的概念结构体系。在教学

实践中，引领学生用概念图进行单元小结，在高

三复习阶段绘制更宏观的模块内部和模块间的概

念图，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架，梳理学科思想和

核心概念。例如，图４所示的概念图展示了生物

学的主要内容，描绘了生命科学的研究内容和方

法以 及 生 物 学 的 核 心 概 念。图 中 “生 物 体 的 模

式”是指生物体共同遵循的过程，如遗传信息的

流动方向、共同的遗传密码、信息分子作用的机

理等。

图４　生物学的主要内容

（四）高三复习课中的教学

高三复习课围绕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运用

整体复习的策略，从整体到局部，自上而下将大

量的下位概念和生物学事实通过概念图有机地组

织起来，使知识结构化，加深学生对学科本质的

理解，便于记忆，为学生减负。

１．从学科思 想 和 核 心 概 念 角 度 设 计 核 心 问

题或学生活动

例１：在复习 “遗传的物质基础”时，要求

学生画出一个具有四个碱基对的ＤＮＡ分子的平

面结构 图。作 为 遗 传 物 质 应 该 具 备 以 下 四 个 功

能：①具 有 稳 定 性，能 贮 存 大 量 的 遗 传 信 息；

②能准确在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子代；③能控制生

物性状 （指导蛋白质 合 成）；④能 产 生 可 以 遗 传

的变异。要 求 学 生 根 据 ＤＮＡ 的 分 子 结 构 评 估

ＤＮＡ是否可以完成这些 功 能，怎 样 完 成 的，自

然选择为什么选择了ＤＮＡ分子作为大部分生物

的遗传物质而不是ＲＮＡ分子。这样的核心问题

设计，体现了结构与功能相联系的观点和进化的

观点，从学科思想的角度设问，实现深刻理解。
例２：在复习 “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时，基

于学科思想——— “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和 “生命

的物质性”设计如下活动，要求学生绘制动植物

细胞亚显微结构图，在图中各细胞结构上标出其

包含哪些化合物，列出元素组成；要求学生在细

胞中尽可能多地标出所知道的化学反应。
学生会想到细胞溶胶发生的糖酵解过程，线

粒体内的柠檬酸循环和电子传递链；想到叶绿体

内的光合作用；想到核糖体上发生的蛋白质合成

过程，及内质网和高尔基体对蛋白质的加工修饰

过程；溶酶体内发生的水解过程；细胞核内发生

的ＤＮＡ转录过程，如果是连续分裂的细胞还可

能在进行ＤＮＡ的复制等。
学生能体会到化学反应在细胞的不同部位发

生，体会细胞的膜系统与细胞骨架对酶的有序排

列的作用；体会到ＡＴＰ的水解发生在细胞各个

需要耗能的地方；体会到 ＡＴＰ的生成与水解位

置的区别；体会到细胞结构为细胞代谢的互不相

干扰提供结构上的保障。
学生要用到许多学过的生物学知识，其中有

很多是 跨 模 块 的。在 高 三 再 认 细 胞 结 构 与 功 能

时，有更多的事实作论据说明细胞这个生命系统

的物质性，体会到细胞内部是成千上万个分子的

浓缩混合物［９］，这些分子所形成的种种特化结构

使细胞 完 成 各 种 生 命 活 动，如 能 量 的 释 放 和 转

化、分子的运输、废物的排放、有机大分子的合

成和遗传物质的存储；体会这个生命系统不断有

能量的输入，通过复杂而有序的代谢维持系统内

部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把学生带到更高的层面来

认识生命过程。

２．围绕学 科 观 点 和 核 心 概 念，确 立 第 二 轮

复习专题

学科思想和核心概念的统摄性强，最容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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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主干知识横向联系起来。下面列出部分专题

名称和对应讨论的核心问题。学生从已有的知识

取例，参与核心问题的讨论。这种问题设计为学

生提供了俯瞰生物学全貌的机会，促进了知识的

横向联系，加深了学生对学科本质的理解。

专题题目核心问题

生物体结

构与功能

相联系

在分子水平、细 胞 水 平、个 体 水 平、群

体水平分别举例说 明 “结 构 与 功 能 相 适

应”的生物学观点。

生命系统

与能量［１０］

试比较细胞、个 体、生 态 系 统 这 三 个 不

同尺度的生命系 统 中，能 量 是 如 何 发 挥

作用的，有什么 共 同 点，能 量 对 生 命 系

统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系统

的信息传

递与稳态［１１］

不同层次 的 生 命 系 统 都 存 在 信 息 传 递，

你能举 例 吗？信 息 传 递 的 意 义 是 什 么？

其调节机制有什么共性？

几种生物

的共性比

较———生

命的特征

请从结构、营 养、代 谢、生 殖 方 式、遗

传、生命历程、调 节、与 环 境 关 系 几 个

方 面 对 下 列 生 物 （酵 母 菌、细 菌、植

物、动物）进行比较，并找出共性。

生命的延

续和发展

如何理解遗传和变异 在 物 种 繁 衍 过 程 中

的对立和统一？如何 理 解 遗 传 变 异 与 环

境变化在进化过程中的对立统一？

生物学知

识与进化

的联系［１２］

参看三本必修目 录，请 列 举 哪 些 生 物 学

知识与进 化 相 联 系。有 人 说： “进 化 论

是生物学最 大 的 统 一 理 论”，这 样 的 评

价是否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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