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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RBL教学理念在减数分裂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韩馥临 

（山西省临汾人民警察学校 山西  041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部门对新课改的实施和推广，学校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独立精神和研究精神。在减数分裂课堂

中采用 RBL 教学理念，能够促进学生不仅掌握相关的理论概念知识，更激发学生乐于动手、勤于动脑的潜力，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和主观能动性。本文通过阐述 RBL 教学理念在减数分裂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以期能够推动生物课程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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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减数分裂是指有性生殖的个体在形成生殖细胞过程中发生的一种

特殊分裂方式，他在遗传学的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细胞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基因学的基础组成部分。减数分类方式中，染色体复制一

次，分裂两次，染色体还有联会配对、交叉等复杂的行为，涵盖和涉及

的知识面比较广，仅仅依靠老师讲解很难掌握。RBL 教学理念是一种以

探究未知问题为基础，设计性综合性实验为载体，构建开放式、学生主

动参与的教学模式。因此在减数分裂课堂教学中引入 RBL 教学理念，能

够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减数分裂的定律。 

1.RBL教学理念定义 
RBL：（Research Based Learning）,以探究为基础的教学。RBL 教学

理念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它是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

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创

新意识。 

2.减数分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减数分裂课程首先需要学生掌握减数分裂、联会、同源染色体、四

分体的概念含义，学会分析不同时期染色体数量与形态的内在联系，通

过掌握分离和自由组合的定律，了解生物遗传和进化的过程。减数分裂

的教学重点和难点主要围绕在减数分裂的过程其染色体的行为、以及染

色体和 DNA 的数目变化特点。从而引导和培养学生自主探索问题、了

解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系列的能力。 

3.减数分裂课堂运用RBL教学理念的教学方法 
将 RBL 教学理念在减数分裂课堂教学中，就是让学生首先掌握减数

分裂概念之后，协助模具来进行模拟减数分裂的过程。通过模拟同源染

色体的联会、分离、自由组合等等行为，设计出不同的分裂方案，并引

导学生总结减数分裂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同时还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进

行课程的动态展示，让学生主观的观察到有性生殖细胞配子的过程，把

抽象的片段串联起来。还可以采用生活中较常见的动植物材料，让学生

自己动手制作减数分裂装片，通过实际操作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研究能力。 

3.1 结合有丝分裂的知识点导入新课程 

首先教师可以下载一些有关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视频向学生进行播

放，吸引学生的眼球和注意力，这时还可以引入同学们熟知的俗语：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以此来开启物种的遗传机制的研究大门。教师通过

引导学生复习有丝分裂是个体生长发育的主要方式，然后可以提出问

题：个体繁殖是不是也是采用有丝分裂的方式呢？有丝分裂会产生什么

样的后果？学生通过对有丝分解课程的回忆就会回答道：自带细胞的染

色体会逐代加倍，也不能保证此物种的稳定性。此时教师可以选择向学

生分享研究遗传学的科学家所发现的与减数分裂有关的现象和试验，来

向学生陈述和讲解。如：1875 年，德国动物学家赫德维希在显微镜下观

察海胆的受精过程，海胆是体外受精的，容易观察。他发现：许多精子

游向卵细胞，但卵细胞只接受一个精子进入，而且只是精子的头部。1883

年，比利时胚胎学家贝内登，以马蛔虫为材料，发现其精子和卵细胞各

自只有体细胞染色体数目的一半，受精卵又恢复了两对染色体(马蛔虫体

细胞有两对染色体)。1890 年德国细胞学家鲍维里确认，精子和卵细胞

形成要经过减数分裂。1891 年德国动物学家亨金描述了形成精子和卵细

胞的减数分裂的全过程。 

通过以上的分享，教师可以向学生进行提问：子代从父本和母本集

成了两者共同的染色体，想要保持染色体的数目稳定，那生殖细胞染色

体数目需要进行怎么样的调整？ 

学生回答：染色体的个数必须减半才能够保持数目稳定。 

教师引导：请同学们在所学的有丝分裂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想象减

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是什么时间、什么方式进行减半变化的？ 

3.2 通过自主制作染色体模型，探索研究减数分裂分过程 

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相应的工具，如剪刀、硬纸板、彩笔、塑料钉

等物品。为了操作简单方便，我们假设原始生殖细胞的染色体数为 2n=4,

首先指导学生分别制作一个较大的染色体模型和较小的染色体模型。将

模型分别涂上红色和黑色。然后将学生分为两人一组来进行减数分裂模

型的探究活动。每位同学从两对染色体模型中随机抽取两个染色体，与

此同时，学生也必须要明确同源染色体的概念，就是形状和大小相同，

一个来自于父方，一个来自于母方。教师要帮助学生根据颜色和大小来

区别自制染色体模型中的同源染色体。通过模型实验我们可以得到提

示：减数分裂所产生的每个子代细胞染色体数目减少了一半，每个子代

细胞所含染色体形态大小和数目保持不变。 

这个时候，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同源染色体分开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姐妹染色单体分离是出现哪个阶段和时期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用自

制染色体模型大胆猜测两者分开方式，还可以让一部分学生上台演示他

们的模拟过程，通过模拟的过程讨论不同方案得到其结果，从而找出最

理想的方案。同时结合动植物减数分裂过程的显微图片，进一步考证该

方案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教师帮助学生解答疑惑:为何不是姐妹染色单体分离发生在第一次

分裂，同源染色体分离发生在第二次分裂，这种方案容易出现基因分配

的杂乱问题，也不符台基因调控机制，不利于遗传的稳定性。通过细致

比较，学生得到结论:减数分裂过程是染色体复制 1 次，细胞分裂 2 次，

它们的顺序是:染色体复制--细胞分裂第1次(同源染色体分开)--细胞分

裂第 2 次(姐妹染色体分开)。 

3.3 通过研究减数分裂的过程，总结相关的知识点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向学生播放减数分裂动态模拟全过程，引

导学生掌握和了解减数分裂过程的各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减数分

裂前期，因为减数分裂的前期 I 所处的时间短比较长，所以染色体也会

进行明显的折叠和浓缩、变短，甚至会出现同源染色体的配对以及非姐

妹染色单体发生交换的情况，在减数分裂前期 I 接近结束的时间,还能见

到染色体呈现如“S”“0”“8”“Y”等等这种神奇的形状。此时就可以

引导学生联系同源染色体、染色单体、四分体、联会.交叉互换等概念进

行相互比较和区分。第二个时期是减数分裂 I 中期，这个时候配对的染

色体成相对规则的形状排列在赤道面上，纺锤体将同源染色体的着丝粒

相连。这个时期需要提醒学生观察染色体的行为变化、细胞的形态、结

构、特征。第三个时期就是减数分裂后期，同源染色体由于受到纺锤体

的牵引，分别向细胞的两级移动，但是这时候需要注意的是染色体的着

丝粒尚未分离，仍带有两条姐妹染色单体。学生需要明白同源染色体分

离的规律、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规律。第四个时期是减数分裂的末期，

这个时候染色体开始移向两极后，汇集在一起并逐渐解旋。最后恢复到

染色质状态，核仁、核膜重新形成，生成 2 个子细胞。第五个时期就是

进入第二次减数分裂时期，这个时期的染色体的分离方式与有丝分裂没

有差别，可以向学生简单讲述。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总结整理各时期减数

分裂特点与有丝分裂的区别，从而得出结论：减数分裂是有丝分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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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方式。 

3.4 引导学生收集动植物材料，制作减数分裂装片 

实验课对学生不仅仅是验证理论基础知识，还帮助学生提高动手能

力和观察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的严谨务实、不惧失败的高贵品质。

教师带领学生走出实验室和校园，从大自然中收集动植物材料，如蟋蟀、

大葱、韭菜、玉米等等。通过对材料的固定、染色、压片等等步骤的操

作，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出减数分裂装片，通过实际动手操作实验的

过程，找到一个典型的时期作为例子，教师可以利用先进的数码显微技

术帮助学生拍摄出各个时期的分裂图片，然后引导学生加以图片编辑和

文字实验操作说明，将整个环节的操作进行整理，并打印出来，就可以

形成一份正式的实验报告。 

结束语 
将 RBL 教学理念运用在减数分裂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将枯燥抽象

的概念和定律以生动形象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通过自主制作染色体模

型，探索研究减数分裂分过程；通过自主制作染色体模型，探索研究减

数分裂分过程；通过研究减数分裂的过程，总结相关的知识点；引导学

生收集动植物材料，制作减数分裂装片，从而激发学生潜藏的创造能力

和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勤于动手、乐于探索的科研态度，引导学生会思

考、善思考的学习能力，帮助学生树立严谨求实、不畏失败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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