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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的环境保护教育 
◆孙国富 

（茂县七一民族中学  四川茂县  623200） 

 
摘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了提高中小学生对环境

保护的认知水平，在生物学科的教学中很有必要渗透环境保护教育。本

文主要阐述了在初中生物学的实验课中，有许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

生物学科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每一个生物实验，在教学中渗透相应的环

境保护教育内容，激发学生对环境现状、环境行为以及未来发展的认知

标准，提高中学生有效保护环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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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污染不断侵蚀着人类的生存空间，
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然成为时下 重要的课题。在《中小学环境
教育实施指南》中，我国明确指出：各科教学要渗透环境保护
教育，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爱
护自然、保护生态坏境，成为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
主义公民。 

初中生物学以课堂实验为基础，与环境保护相关联的教学内
容颇多。作为中学教育的重点科目之一，生物教师若能善加利用，
把实验内容同环境教育两者相结合，由此及彼，以便学生能更具
体地、更直观地感受到环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进而能够更
清楚、深刻地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渗透环境保护教育，笔者认为应该结
合具体的实验，根据不同实验的实验方法、实验目的和不同侧重
点来渗透相应的环境保护教育内容。 

一、以“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实验为例，深入渗
透保护生存环境的教育。 

“鼠妇”实验是初中生物学七年级课程。鼠妇喜潮湿，常以
干草、枯叶草为食。 

让学生在实验中观察鼠妇的生活环境，想想为何鼠妇常出现
在花盆底、石缝间等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在明亮、
干燥处不易发现鼠妇？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结论：温度、湿度和环
境光线等条件会影响鼠妇的生活。也就是说，鼠妇的生活离不开
适宜的环境条件。此时，教师可以让同学们做出思考：其他动物、
植物乃是人类的生存也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所有生物，包括人类，都需要一个合适
的生存环境。 

反之，破坏了鼠妇的生存环境鼠妇会怎样呢？让学生动手实
验并思考：鼠妇在明亮、干燥环境中会如何？或者缺水而死、或
者被天敌吃掉，总之没有适宜的环境，鼠妇将无法继续生存。鼠
妇尚且如此，人类又当如何？这里教师可以用 “伦敦烟雾事件” 
等实例加以证明。 

二、结合“观察蚯蚓”实验，渗透土壤保护教育。 
蚯蚓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泥洞土穴中，俗称地龙。“观察

蚯蚓”实验中，除了观察和了解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物习性外，
还可以让同学们思考：蚯蚓对土壤有什么作用？ 

一方面，蚯蚓在土壤中来回穿梭寻找食物，使土壤变得蓬松，
而蓬松的土壤有利于植物的良好生长；另一方面，蚯蚓排泄在土
壤中的粪便含有氮、磷等丰厚的营养元素，有助于提高土壤肥力，
进一步促进植物发育。 

与蚯蚓改善土壤的积极作用相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却给土
壤带来了负面影响。 

固体废弃物的倾倒和堆放、污水废水的排放和浸透、以及农
药化肥等化学制品的大批量使用，不单是破坏了土壤结构，导致
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更易造成土地污染，形成污染物的富集。
特别是带有毒性的重金属污染物一旦富集在土壤中，被农作物吸
收，再积累在其根、茎、叶间，人或牲畜食用后便会中毒。震惊
全球的“痛痛病” 事件就是食用含有重金属“镉”的“镉米”
造成。由含镉的污水灌溉农田，镉通过污水渗透进入土壤，被水
稻的根部吸收，再运输到果实，被人体摄入后，严重危及人体健
康。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壤，保护土壤义不容辞。不仅要合理使
用农药、化肥，严格监控有毒化学制品的使用，更要处理好工业
废水、废物、生活垃圾等污染物，减少对土壤的直接污染。 

三、通过“观察草履虫”实验，渗透水资源保护教育。 
草履虫，又称单细胞动物，依靠分裂进行繁殖，是动物界中

初级、 低等的动物。“观察草履虫”是生物学七年级课程中
的实验，生物教师可以结合“草履虫生活的水环境”观察，渗透
水资源保护教育。 

通过实验观察我们可以得知，草履虫以水中的细菌和单细胞
藻类为食，食物均存放在“食物泡”中；同时，通过其表膜吸收
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排放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其他废弃物。 

如前所述，草履虫的生殖、饮食、呼吸等生命活动都在水环
境中进行，试想：如果水体环境因被污染而遭到破坏后，草履虫
还能继续生存吗？水生生物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人类又将受到
什么样的危害呢？ 

通过学生的思考、讨论，教师可渗透以下内容。 
1.造成水生生物大量死亡。 
一是水生生物通过接触或食用污水中有毒、有害物质，直接

导致水生生物中毒死亡；二是产生赤潮，由密集的赤潮生物形成
缺氧、有毒环境，间接导致水生生物死亡，其危害性不可小觑。 

2.危害人体健康。 
饮用不干净、不卫生的水是诱发伤寒、痢疾、胃肠炎等严重

影响人体健康疾病的主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果显示，
50%以上的儿童死亡和多达 80%的疾病均与饮用水污染有关，因
水污染患病的人占世界各地医院住院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水污染
每年约造成 500 万至 1000 万人死亡，危及全世界 2/3 的人口，
大约 40 亿人。 

由此可见，不论是为了水生生物、亦或是人类自身安全，保
护水资源都十分重要。 

四、联合“酸雨影响”实验，渗透防止大气污染的教育。 
酸雨是指 PH 值小于 5.6 的降水，包括雨、雪等多种形式。

在“探究酸雨对生物的影响”实验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酸雨形
成的原因来渗透大气污染和保护大气等方面的环保知识。用水和
食用醋调配模拟酸雨，用模拟酸雨来测定种子的发芽率。并设定
对照试验， 后得出结论：酸雨的侵蚀会大幅度降低种子的发芽
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极为不利。 

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汽车尾气、烟花爆竹燃放物等大量酸性
物质造成的空气污染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酸雨能改变土壤结
构，使土壤变得贫瘠；破坏建筑物，形成安全隐患；酸化湖泊与
河流，造成水生物的死亡；酸化水源，威胁人类饮水健康……它
被称作“空中杀手”，危害极大。 

目前，原煤脱硫技术、新能源开发、生物防治等污染防治措
施正如星星之火般照耀在大气污染上空，我辈也当在教育岗位中
为大气保护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诸如此类生物实验还有许多，作为教师应深入挖掘其中要
义，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找准切入点，做到有效地将环境保护教育
渗透其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切实提高广大学子的环保意识和
环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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