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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培养策略 
◆周  晨 

（阿克苏市地区二中  新疆阿克苏地区  830000） 

 
摘要：伴随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落实，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了各项

教育学科的重要教学任务。生物作为高中一门基础学科，是培养学生创

新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探究意识的有效途径。所以，生物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利用教学资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提高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本文对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生物

核心素养的有效教学策略进行深入的探究及分析，并提出相应有效教学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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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传统的生物教学中，教师往往占据课堂的主体地位，
采用单一的教学形式，给学生灌输教学知识，学生长期处于被动
的学习状态，不利于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教
师应全面了解生物核心素养的内涵及作用，突破传统教学方式的
思想局限，利用多种教学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
生物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进而不断提高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对高中生物核心素养的认识 
“核心素养”是新课程改革中的产物，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使学生得到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具体表现为：学生能够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具
备社会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具备创新能力和知识应用
能力；具备人文精神和良好的审美能力。核心素养给各学科的教
学明确了方向和目标，为生物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
机。所以，高中生物教师要明确生物核心素养的内涵，并根据学
生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求结合生物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目
标，从而使生物教学能够与时俱进，提高生物教学的有效性。生
物学科和一般的自然学科类似，基于现实，具有逻辑性和客观性，
而不同的是相对来说研究对象较为特殊，实践应用范围也更加广
泛。经过专家和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不断努力，我们将生命
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总结为生物学科
的四大素养，致力于在督促学生掌握生物学科基础知识的基础
上，帮助学生形成对于生命的正确认识和思考，从而激发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习主动性。 

二、提高学生生物核心素养的有效教学策略 
（一）利用实验探究式教学，启发学生的思维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生物知识基础，传统的教

学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所以，生物教师应
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而提高生物教学有
效性。实验教学是生物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能够将理
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的对生物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利用实验探究式教学方法，在学生掌握一定相关知识的基础
上，适当选取具有一定难度的、和生活具有相关性，易探究的研
究型问题，既能够提高课堂教学趣味性，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自
主探究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例如，在学习“光
合作用”相关知识内容时，生物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合作，
提前一周开始观察身边的一盆绿色植株，猜想植物光合作用需要
哪些条件，又有哪些产物，继而根据猜想对植株进行相应的处理，
记录实验过程和结果，制成详细的报告在课堂上组织同学们进行
讨论。在这个探究过程之前，学生对于植物光合作用应当有一定
的了解，因此，进行假设时也会更有方向。实验操作过程也并不
复杂，简单可控，同时，也不会占用学生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真切地感受到了实验探究的感觉，见证了生物在
一定规律下一点点变化的过程，这样的探究式学习情境可以说是
一举两得，核心素养的要求在不知不觉中就得以实践。 

（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 
生物教学是学生了解微观世界的 佳途径，高中生物教材中

主要研究了复杂的生命系统，对于高中生来讲具有一定的学习难
度。所以，教师在生物课堂教学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遵

循求真务实的教学思想，实事求是的进行教学。在新课程改革背
景下，要体现科学的探究思想和理性思维，并采用直观的教学方
式，帮助学生减少理解上的困难，更其能够直观感受自然造化下
的复杂精密的生命系统。例如，在学习与细胞相关的知识时，学
生往往会遇到很多理解上的困难：细胞作为生物体的基本构成单
位，没有一个肉眼可见的直观形态，仅仅以书上的图为载体又无
法深刻地理解。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事先准备包含各类细胞
器的细胞模型，或者是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以彩色卡纸为材料制作
简易细胞模型，在过程中便会思考：细胞核作为细胞中起到核心
功能的细胞器，应当表现出又小又重要的形态；线粒体上作为细
胞能量的供应者，其上有许多生产能量的“小工厂”，制作模型
时也应重点标识……这种教学策略对应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即
科学探究，在生活中也对应着严谨认真的态度，主次分明、同时
努力提高效率的解决问题方法，这符合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
同样和学生未来发展息息相关。 

（三）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学习的 终目标是为了服务生活。因此，教学应当与生活相

联系，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和社会责任。教师可以适当选取一些
社会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进行生物知识相关的讨论。比如，对于层
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儿童长期食用某种食物而出现身
体缺陷，教师可以将这些问题和“人体生长所必需的化合物”这
一生物知识章节相联系，从生活现象出发交给学生一些独立思考
和探究的问题，如是食物中的什么激素导致了早熟现象？儿童肥
胖是什么食物成分摄入过多？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根据食物金字
塔结构设计合理的一餐？这些问题既对学生实际生活有着参考
意义，同时也能激发其积极性，促进更多创新思想不断涌流。 

结束语：总之，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
是教师不断思考和落实的问题。生物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采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而发展学生的生物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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