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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学概念分级网络构建核心知识浅谈
陈尚万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南海实验高级中学，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本文从教学实践中总结了如何利用概念分级网络构建学生核心知识体系的方法，在教学中，本人通过多种方法构建概念分级

网络，如：上课教师引导、章末学生绘制、晚练加强训练、易错概念辨析、多层网络复习等方法，帮助学生构建核心知识体系，解决生

源基础差、生物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使大部分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生物学核心素养，为高考一轮复习打下基础。

关键词：概念分级；核心知识体系；构建概念；教学研究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

简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是：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生物学学科又是通过一系列概

念来揭示生命规律的学科，因此生物学概念是高中生物教材的重

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生命观念的形成方式和生物学重要概念

的形成方式是一致的，因此，生命观念的形成和概念的形成过程

有着密切的关系。生命观念由概念支撑，经归纳、抽象和概括，

逐步形成生命观念，因此，建构概念可以说是形成生命观念的前提。

高中生物一线教学中，如何利用概念来构建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知

识体系，从而完成形成生命观念呢？本人一年来，以教学实践为

依据，探索了以概念分级网络构建学生生物学核心知识体系的做

法，取得一定的成绩，特此谈谈看法。

一、教学要求，指引方向

（一）课程标准对概念教学的要求

课程标准中明确了概念教学的建议：要通过大概念的学习，

帮助学生形成生命观念。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围绕着生物学大概

念来组织并开展教学活动，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益，有助于学生

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迁移应用，也有助于发展学生的生命观念。

课程标准修订后，高中生物学的课程都是围绕生物学的大概

念来进行教学内容组织的，淡化了细枝末节的内容，降低了对记

忆背诵的要求，强调学生对重要概念的深入理解，对课堂教学变

革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例如，高中生物必修 1 的课程内容旧是由两个大概念构成的：

概念 1：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概念 2：细胞的生存需要能量和营养物质，并通过分裂实现

增殖。

其中在概念 1 下面，又分 3 个重要概念：

1. 细胞由多种多样的分子组成，包括水、无机盐、糖类、脂质、

蛋白质和核酸等，其中蛋白质和核酸是两类最重要的生物大分子。

2. 细胞各部分结构既分工又合作，共同执行细胞的各项生命

活动。

3. 各种细胞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但在形态与功能上有所差

异。

而每一个重要概念下面，又分次位概念，从而支撑整个大概念。

同样的，在其他模块中，也是如此进行概念划分，从而形成整个

高中生物学的脉络主干。

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对概念学习的重视程度也提示我们在教

学过程中，一定要围绕着核心概念来组织教学工作，所有的教学

活动都要有利于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建立、理解和应用。

（二）我校的办学实际

我校属于民办学校，学生的入学基础较弱，学生的知识水平

层次相差很大。与初中的学习相比，高中的学习科目多、学习难

度大，对于初中本来基础就薄弱的学生来说，确实吃力。并且初

中生物学的内容又不参加中考，学生也不是特别重视。而高中阶段，

生物学科的难度、内容都扩充了很多，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

就难以兼顾了。

二、概念分级，突破困境

高中生物学教材，是由概念组成的，学生基础薄弱，自主学

习能力有限，对于生物学概念的理解就更困难了，因此，在教学

上也对教师的教学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讲解、演示、讨论、

学生动手活动、资料分析探究等常规的教学手段外，本人积极探索，

通过利用概念分级网络构建学生核心知识体系，力图解决学生基

础弱、难以理解生物学核心概念的难题，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学

思维，感知生物学概念的魅力，提高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为高考复习打好基础。

新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重新梳理编写的，教材内容的排布上

已经体现了生物学概念的体系，作为一线教学工作者，就是要在

课堂上落实生物学的生命观念核心素养，核心概念网络的构建就

是我们很好的落足点。在教学中，我们注重概念教学的核心位置，

高度提炼课程的关键内容，通过多种方法串联核心概念，将核心

概念网络化，让概念由浅表单一变成系统饱满，在核心概念网络

的构建中，达成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让学生的知识体系由点

到线，由线到面，最后迁移、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学科素

养的发展，从而解决学生基础弱、生物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一）课堂引导设计核心知识网络

课堂是学生学习教材知识的重要阵地，尤其是基础弱的学生，

因为自身阅读理解能力有限，更加依赖上课时教师的传授。高中

生物学的概念教学是建构核心概念网络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只有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了抽象的、难以直接观察的概念，才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高生

物学素养。

在教学过程中，本人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来进行概念教学，取

得较好的效果。

首先是通过实例、问题或现象引入概念，从实际生活中找到

与概念相关的例子，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例如，在

讲解免疫调节的概念时，引入生活中生病时免疫系统如何抵抗病

原体、消灭病原体的例子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将概念进行分拆，通过多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概念，让

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例如本人常用现实生活中的

例子、科研情境等，帮助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概念，将大概念分

拆成小概念、小概念合成大概念。对于容易混淆的概念，还会通

过多种方法来比较和对比，帮助学生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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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概念，并学会在不同情境下运用概念。

课堂上，本人还常用设计问题串的形式，鼓励学生思考和参

与讨论，以检验他们对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概念与其他知识的

联系。对于学生的思考，及时给予反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对概

念的掌握程度。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本人还进行有针对性的巩

固和拓展教学。

另外，经过一节课的教学后，本人再引导学生对概念进行明

确定义，帮助他们了解概念的基本含义。并引导学生将课堂上涉

及的概念进行知识网络搭建，让学生对每节课的概念清晰明确，

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例如，在高中生物教材选必一内容《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的课堂学习中，本人先设计问题串将概念进行拆解，再引导学生

通过回答问题构建核心知识网络。

问题串如下：

1.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2. 外周神经系统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3. 什么是自主神经系统？它由哪些部分组成，它们之间有什

么关系？

4. 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有什么特点？

这样，通过问题串的方式，在课堂教学中，不断引导学生分

析概念的组成部分、关系和功能等，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

内在逻辑，也让学生对于核心知识概念更有兴趣，脉络更为清晰。

（二）建立每章核心分级网络

教材的每一章是一个次位概念，是大概念的重要一环，本人

在教学中，每一章的学习内容结束，都安排学生总结一章的概念

分级网络，并选取优秀的概念分级网络图进行表彰、张贴。将每

章的知识概念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出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记忆这些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在课堂上已经建构过每一

节的核心知识分级网络，每一章学习内容结束后，还能对知识进

行进一步的分类、归纳和总结，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快速回顾和复习学过的知识，

对知识的结构和关系更加清晰，提高复习的效率。

例如，学生学习完选择性必修一的神经调节后，马上通过构

建本章的概念分级网络来建立核心知识体系，既是对本章内容的

总结，又是对本章内容的深化理解和记忆，而将核心知识体系网

络化，更便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三）每周提取核心知识、概念分级网络进行针对性训练。

高中学科知识内容多，范围广，学生每个星期接受的知识量

很多，那么，怎么避免学生边学边忘呢？本人将作业与概念分级

网络等有机联系起来，在每周的练习时间里，对学生进行针对性

的训练。从而达到提高效率，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和掌握核心

知识，以强化学生的构建概念分级网络，实现高效率构建核心知

识体系，培养生命观念核心素养。

（四）编写易错概念判断题，装订成册，及时对易错概念进

行巩固

经常会有学生反馈：上课都听懂了，但是做题就是不会做。

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还是不够透彻，为解决这个

问题，本人编写了易错概念判断题，印发给学生，方便学生及时

对易错概念进行巩固。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也能让学生在实际训练中加深对知识

点的理解，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不断地练习和思考，学生逐渐形成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习惯。

不少学生通过不断地做题、总结和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提高，进而提高答题速度和准确率，

从而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五）编写选择性必修一和选择性必修二的概念分级网络，

进行专项训练

另外，本人还编写了选择性必修一和选择性必修二的概念分

级网络，将不同层次的概念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清晰的知识框架。

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地记住这

些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此外，由于概念之间

的联系清晰明了，学生也更容易回想起相关的知识点。概念分级

网络还有需要学生填写的部分内容，且将同一网络空出不同位置，

让学生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网络图，强化记忆核心知识，也是对

知识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和核心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

三、春华秋实，硕果累累

经过一年的摸索实践，本人目前已经帮助学生建立了选择性

必修一和选择性必修二的概念分级网络，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成绩来看，以概念分级网络的形式来进行核心知识体系的构建

是可行的，效果是显著的。

短短一年，学生对于概念的学习和理解已经有较好的改善。

对于大部分概念，学生能够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概念

的定义、特点、分类等方面有清晰的认识。在面对实际问题时，

能够将所学的概念运用到实际问题中，解决实际问题。碰到相似

概念，学生能够进行比较和区分，明确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还能

对概念进行归类和整理，形成系统的知识结构。包括在理解能力、

应用能力、比较与区分能力、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所

提升。具备了一定的高中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对于高考的复习

也有所帮助。

笔者将在前面教学探索的基础上，紧跟课程标准，进一步完

善其他生物学模块的概念分级网络构建核心知识体系的方法，形

成一套实用性强，更贴合我校实际的课外补充练习，以提高学生

的生物学概念分级网络构建能力的方式，建构学生的核心知识体

系，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等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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