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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新高考背景下生物学科素养培养的探究
郑云姬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中学，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当下，许多生物教师仍在

沿用着过去的讲授制模式，不注重学生性格特点发展与创新意识培

养，导致他们逐渐丧失了学习生物的兴趣，无法形成学科素养。因

此教师要通过分层心理教育，提高课堂成效；革新管理制度，积极

主动学习；创造学习环境，营造合适氛围这几大关键方面，为学生

未来的学习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高中生物教

学经验，对该问题进行简要阐述，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解疑答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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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学科素养的内涵

2014 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意见》明确表明：“教育部要组织并探究出各年级段学生的

核心素养发展体系，明确他们应该具有的终身发展能力和适应社

会所需要的关键品格。”由此可见，核心素养与学科素养的关系

是共性与特性、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学科素养是核心素养的具体

体现。

（一）生命观念

生命观念即指对生命的尊重与理解。生物是“活”的学科，

要求学生能够在课堂的学习过程中了解生命的起源与生长进化等

过程，理解生命的难得与珍贵，从而敬畏。与此同时，还要让学

生能够将书本中的知识提炼出来，将生物的生长规律运用到人类

的生产之中，继而在保证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探究如何

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二）理性思维与科学探究

高中学生需要掌握系统的生物学习方法，培养乐于发现的好

习惯，保持好奇心理，懂得概括归纳的重要性，继而演绎出相关

的生命现象与自然规律，用理性的思维看待问题。另外，还要对

学生的认知与实践能力进行强化，熟练运用对照法、差速离心法等，

树立起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具有质疑精神。

二、新高考改革后生物教学的问题

新高考来临之后，要求高中生物以走班的制度进行教学，授

课方式随之变化。很多教师并没有充分的准备，还未挖掘出可行

高效的教学手段，培养他们生物学科素养的课程也没有建立，缺

乏相应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长久以来的固定型教学思维使得

人们感觉知识是可以被评价的，但学习态度与实际应用水平是很

难被评判的，导致学科素养并没有进入主流的考核方式之内。另外，

毕业生的志愿填报也变得更为困难。

三、新高考背景下生物学科素养的培养方式

（一）渗透心理教育，提高课堂成效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成绩只是一时的，但综合能力与道德品质

却是一世的，对学生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在

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之下，社会愈发重视学生的综合水平。因此教师

可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心理教育，扭转消极、低沉的心态，使他们

能够积极阳光地面对学习。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个人素养后，便可

以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的知识，提高教师课堂成效和学生的成绩。

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讲解《细胞基本结构》的相关知识时，

便可以对该章节的知识进行有效整理，总结重难点，符合社会及

教育目标的需要，将知识点分为两层，首先是细胞的内在结构，

其次为细胞外在结构及其形状和特性的多样性。然后教师可以对

细胞间的共同点总结归纳，制作相关课件。在此过程中，教师要

为学生渗透心理教育的内容，从细胞的基本结构逐渐演变为生命

的重要性，促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学科素养。

（二）革新管理制度，积极主动学习

现如今我国已经迈入到全新的社会之中，但很多民众的思想

还是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些教师也仍在按照成绩的高低来

辨别一名学生的好坏，在无形中使高中学生的压力变得更大，影

响学习心态，降低授课效率。高中生物涉及到的知识大多需要学

生在理解后进行背诵，并掺杂着大量的计算，晦涩难懂。部分学

生在受挫后便会放弃，打击自信心。因此在新高考的背景下，教

师要对他们进行学科素养的培养，革新班级管理的制度，采用适

当的方式，加强知识的传授力度。

例如，教师在对他们讲解《光合作用》的相关知识时，便可

以针对着植物的光合作用展开授课。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密切观

察学生的学习状态，监督他们的听讲过程。并采用多媒体技术，

使其了解到该章节知识的特点，提高学习效率，促使其能够积极

主动的投入到课堂之中，培养学科素养。

（三）创造学习环境，营造合适氛围

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下，社会对生物专业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不再只关注知识的掌握能力，还将实践运用水平纳入了考核范围

之中。因此教师在日常的生物教学中，要为他们营造出适宜的学

习环境，使学生投入其中高效学习。况且高中阶段的学生早已形

成了主观能动性，可以调控、支配自身的精力与注意力。

例如，教师在对学生讲解《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

时，便可以提前利用虚构的模拟软件绘制出 DNA 的空间结构，之

后在课堂上为他们展示出相关模型。当学生看到后便能够引发出

好奇心理，此时就可以趁机带领学生复习细胞的结构和特点，提

出问题：“同学们，在观看完空间模型后，你们清楚 DNA 片段的

特征了吗？”当他们积极思考并踊跃回答之后，教师便可以通过

多媒体进行知识的传授，继而践行新高考背景下的教学理念，也

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科素养。

四、结语

在现代高中生物的教学大背景下，教师在贯彻落实学科素养

时，要坚持做到以上几大方面，改善现有的教学问题，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继而在培养提高教师自身教学水平的同时，也让学生

的高中生物学习生活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彭心桐 . 新高考背景下生物学科素养培养的探究 [J]. 教育

现代化，2019，6（58）：55-56.

[2] 郑彩霞 .…新高考背景下生物学科素养培养策略探究 [N].…发

展导报，2018-04-13（020）.

[3] 王芳芳 . 基于学科素养培养的高中生物评价机制 [J]. 华夏

教师，2019（1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