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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天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以选择性必修一《稳态与调节》为例

常开玉 1，2　冉秋月 1，2　何　巧 1，2

（1. 昭通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2. 云南省天麻与真菌共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是高中生物学科社会核心

素养之一，同时运用本地资源进行高中生物学教学，可使教学更

具趣味性、多样性和生活化。天麻作为昭通地方资源的代表之一，

开展天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以融入天麻相关知识

的《激素调节的过程》《免疫失调》及《免疫学的应用》三个设

计进行课堂教学，经过教学实践对比发现，此教学方式提高了课

堂学习效率，增强了学生学习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又能激发学生

的爱乡情怀，是一种一举多得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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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在 21 世纪得到空前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都在不断推动生物学的前进，因此生物学在教育教学中的作

用也越发重要，与生物学相关的地方资源也随之得到重视。在

2017 年新版《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中，高中生物学科社

会责任核心素养要求教学要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尝试

解决现实生活中与生物学相关的问题。本地资源蕴含丰富的教

育价值，而天麻作为昭通本地特色经济作物，其部分成分及机

理与生物教学知识关系密切。国内对天麻的研究颇多，但将其

作为生物教学资源的应用研究有限，可能的原因是教师对乡土

课程资源缺乏正确的认识及有效地利用，导致课程资源被浪费

和闲置，出现了课程资源的短缺现象，其次，生物学科本就与

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教师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讲述

教材上的理论，很容易使学生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对

上生物课产生排斥的心理，因而失去生物学习兴趣，学生难以

实现主动学习、活跃思维的目标。综上所述，若将本地资源作

为一种特色教学资源，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也能激发学生

的爱乡情怀，有效促进教学质量。

一、教学方式

（一）问卷调查

为有效对比教学成效，开始教学实践之前，发放天麻知识前

测问卷，问卷内容集中于学生对天麻基本知识的了解以及天麻在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现状情况。

（二）开展教学

利用本土资源——天麻的相关知识与高中生物学中的《激素

调节的过程》《免疫失调》及《免疫学的应用》三节内容相融合

开展线下教学，学生通过课本及天麻素的相关资料进行课前预习，

提前了解血糖平衡调节相关激素及过程、过敏反应原因及症状等

基础知识，随后教师制作教案及课件以及会遇到的相关疑难问题。

课上再次强调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并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需求

进行讲解和答疑讨论，这可以调节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活跃度和

学生积极性。为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新知识，本次教学内容的实

施以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完成，对于抽象难以理解的

知识点利用视频和与生活贴近的例子加以理解，教师根据情况具

体指导，不同组间的结果也可以交流共享，由此保证课程顺利有

序地向前推进。

（三）成效对比

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教学的成效，主要摸清学生

对天麻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于天麻知识融入到教学中的满意度。

二、教学内容

（一）天麻素在血糖平衡调节教学中的运用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

图

血糖平衡

调节

1. 播放视频：（糖尿病形成）

提问患糖尿病的症状有？其

形成的原因是？最后什么是

血糖平衡？（引入新课）

2. 指导小组合作。

3. 结合图片讲解血糖平衡的

过程。

4. 讲解糖尿病 1 型原因：胰

岛功能减退，分泌胰岛素

减少所致。2 型原因：与遗

传 . 环境 . 生活方式等密切

相关。能量摄入过多 . 运动

量过少 . 肥胖是 2 型糖尿病

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提问：

1 型糖尿病用什么治疗？

2 型糖尿病有无治疗方法？

给出天麻素治疗 2 型糖尿病

及缓解并发症的资料，同学

们可以根据给出的资料设计

一个探究实验吗？

指导后给出研究方法：将

6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空白对照组 . 糖尿病组和天

麻 素 处 理 组（10mg：kg-1.

d-1）。通过高脂饮食喂养

4 周，低剂量腹腔注射 STZ

（30mgrkg-1）的方法构建

II 型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痛大

鼠模型，利用痛行为学检测

观察各组大鼠的机械刺激足

缩反应阈值变化。

播放该实验操作视频到观察

结果部分暂停。让学生思考

结果如何？

那根据结果可以得出什么结

论呢？

讨论为预防患糖尿病我们应

如何做？

1.（1） 多 饮， 多

尿 和 多 食；（2）

血糖平衡失调

（理解健康人体的

血糖浓度总是维持

在一定的水平上。）

2. 结合课本与图片

了解血糖的来源和

去路。

3. 学生形成血糖平

衡 调 节 机 制 的 简

图。

4. 说出 1 型糖尿病

通过注射胰岛素治

疗。

说出研究目的：探

究 天 麻 素 对 Ⅱ 型

糖尿病有治疗作用

吗 ?

观看视频并理解。

观察视频小组讨论

得 出 结 果： 与 空

白对照组相比，糖

尿 病 模 型 大 鼠 出

现 显 著 的 机 械 刺

激 疼 痛 阈 值 下 降

（P<0.05）。 与 糖

尿病组相比，连续

腹腔注射天麻素 3

天、7 天、14 天后，

模型动物的疼痛明

显缓解（P<0.05）。

说出结论：天麻素

对Ⅱ型糖尿病有治

疗作用。

说 出 合 理 健 康 饮

食，规范生活作息，

积极运动等。

将天麻

素治疗

2 型 糖

尿病的

知识拓

展在血

糖平衡

调节的

教学中

可激发

学生的

学习兴

趣， 有

效促进

生物学

科社会

责任的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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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麻素过敏反应在免疫调节教学中的应用

教学阶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 计

意图

免疫调节

1. 教师展示天麻素过敏原的筛查

单。

请相关同学讲述自己的过敏史，过

敏的原因和症状。简要总结

2. 提问：什么是过敏原 ? 过敏原进

入人体会引起什么反应？（引入新

课免疫失调）

3. 介绍过敏反应和过敏原（引起机

体内过敏反应的物质）。

4.（小组合作）学生自主学习课本

P78，小组讨论并构建过敏反应过

程示意图，以板贴图形式绘制过敏

反应示意图，组间交流评价。教师

总结归纳。根据示意图引导学生归

纳过敏反应的特点。

资料 2：

给出天麻素引起的过敏反应的实

例。天麻素注射液所致 ADR 主要

临床表现为瘙痒、斑丘疹、皮肤发

红、过敏性休克等。

提问：

材料中的过敏原是什么？如何预防

过敏？

1. 分析检查单

中 的 部 分 信

息，并讲述自

己的过敏史。

2. 合作学习，

认真思考，绘

制 反 应 示 意

图。

3. 学生通过阅

读讨论得出过

敏 原 是 天 麻

素。可以通过

皮试，过敏原

筛选检查等提

前了解过敏原

进行预防。教

师补充：减少

天麻素与其他

药物的联合使

用可以降低过

敏风险。

加 强

理 论

知 识

与

生 活

实 践

的 联

系 ；

培 养

学 生

独 立

学 习

与 合

作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三）天麻素调节脑瘫免疫炎性反应在免疫调节教学中的拓

展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 计

意图

天麻素调

节脑瘫免

疫炎性反

应

1. 播放脑瘫患者的讲解视频（脑

瘫的形成原因，世界和我国脑瘫

患者情况，）。小组讨论什么是

脑瘫？其造成的原因有哪些 ?

教师点评总结：缺血缺氧及炎症

反应相互作用形成的脑损伤是导

致脑瘫发生的直接原因。

2. 讲解炎症免疫反应：生物组织

受到外伤出血或病原体感染等刺

激引发的生理反应。过度的炎症

免疫反应是造成多种疾病的病理

基础。

3. 继续播放视频：（天麻素治疗

方法）提问：此过程中巨噬细胞

的变化？两种巨噬细胞的作用分

别是？

4. 师生探讨如何预防脑瘫儿的形

成。

1. 观看视频，小

组交流后说出脑

瘫概念及造成原

因。

2. 学生通过观视

频得出：天麻素

作为刺激物促使

巨 噬 细 胞 由 M1

型转化成 M2 型。

M1 型 巨 噬 细 胞

有杀伤肿瘤，吞

噬细胞，破坏组

织和促炎症反应

的 作 用。M2 型

巨噬细胞有修复

组织，重塑结构

和抗炎症反应的

作用。

此 教

学 拓

展 可

以 提

高 学

生 对

生 物

学 的

兴趣，

帮 助

学 生

树 立

关 爱

脑 瘫

患 者

的 意

识。

三、效果初探

通过调查问卷调查获得平行 2 个班级 110 名学生对天麻的了

解情况和将天麻与高中生物学教学融合的看法，回收问卷 107 份。

根据教学实践调查显示：1. 大部分学生对天麻了解从课前的

有限转到课后的较深；2. 该校教师运用地方资源进行教学的频率

较低，期待融入天麻教学资源；3. 对天麻融入高中生物学教学中

满意度高；4. 此类教学方式可有效提高学生对课堂学习效率，增

强了学生学习动机，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爱乡情怀。

   

图 2 教学实践前后调查结果

四、结语

通过教学实践对比发现，将天麻元素渗透在高中生物学教学

中，不仅可以提高课堂趣味性和本土资源的宣传率，还有利于增

强学习动机，激发爱乡情怀。由此可见，将地方资源渗透在高中

生物学教学中对生物教学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目前，该类

研究较少，本文仅是对天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初探，

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当前，需要进行不断

的创新，学习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实践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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