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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下的生物教学
——以自制教具在课堂上的使用为例

宋　迪　贾俊娟　陈　忠　李桂萍

（淮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在新的课程标准中提出，要提高每一个中学生的生物

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四个维度。

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因此生物自

制教具在课堂上的使用便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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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新的教具特别是多媒体

幻灯片已经涌入生物教学课堂，与此同时，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所

使用的生物自制教具逐渐被遗忘。但是生物学的教学目标是生命

教育，使用合适的生物自制教具辅助教学，学生在动手操作中可

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最终取得最佳学习效果。

一、自制教具的概念及特点

（一）自制教具的概念

自制教具，从字面上讲，就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而自行制作

的工具，可以采用实物、标本、模型、照片、挂图、多媒体视频

等表现形式。

（二）自制教具的特点

1. 经济性：用来制作自制教具的材料一般都是一些闲置的生

活用品或者废旧物料，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购置教具的费用，还可

以避免这些废品污染环境，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进而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

2. 灵活多样性：自制教具的灵活性是指教具原料的选择不是

固定的；教具的制作可以由教师参与协助完成，也可以由学生独

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完成；制作的时间可以是在课堂上也可以在课

后完成。多样性是指不同的学生设计思路不同，自然作品也千差

万别，只要作品合适，就应该给予学生肯定与鼓励，可以提高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3. 针对性：虽然自制教具灵活多样，但是它的设计终究是为

教学服务的，必须针对所要学习的教学内容中的教学目标及要求

来进行设计制作。切记不要盲目使用自制教具，以免影响教学效

果。应该进行一定的科学探究之后，再着手去做会有更好的效果，

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4. 科学直观性：直观性教学包括模型直观、语言直观等，自

制教具属于模型直观。自制教具的制作应与生物中所倡导的生命

现象和普遍规律相符合，从而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结构

简单化，所以对于教具的大小、尺寸及颜色都需要学生的精细搭配，

充分利用自制教具的科学直观性，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

知识掌握知识。

二、自制教具在生物课堂上应用的必要性

（一）当前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生物学作为高中课程中一门重要的学科，主要是通过理解和

掌握一些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进而

可以将理论联系实际，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但是当前在高中

生物教学中还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依然占据生物课堂的主体。

高中生物学的知识内容比较多而且复杂，但是课时量有限，

所以就造成了课堂上只有教师讲，然后学生听，听完对知识点进

行死记硬背，随之进行题海战术的循环模式。这样一来，学生的

动手能力就受到限制，生物核心素养中所倡导的科学思维和科学

探究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

2. 高中生物教师授课过程中不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由于受到高考压力的影响，不少教师及家长过分注重学生考

试的分数，往往忽视了学生其他方面能力的发展，由此造成了学

生只能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课堂上的现象。而新课标所倡导的

生物核心素养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从而需要将抽象的

知识理论变得直观具体并且要与实际相联系。

3. 学校所提供的生物教具不足。

由于很多学校的经费有限，特别是在农村的学校，生物教具

不可能提供的面面俱到，这就造成了在学习一些生物体结构的时

候，生物知识显得更加抽象不易被学生所掌握，不利于培养生物

核心素养中所倡导的结构与功能观等，自制教具可以帮助解决这

一问题。

（二）自制教育的使用与生物新教材相适应

在 2017 版的生物新教材与 2003 版的生物教材对比中，17 版

的教材更加突出以大概念整合教学活动，实验操作性增强，也就

意味着新课标更注重学生对实验过程的学习，同时也更为注重学

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在生物新教材中，很多实验用具所需要的材料低成本化，通

过自制生物教具，很多实验不需要准备特别的器材（除显微镜这

种精密的实验器材外），更加提倡的是用生活中废弃的材料制作

教具完成实验，可见自制生物教具与生物新教材所倡导的相适应。

三、自制教具在生物课堂上的使用

自制教具制作的一般过程：

（一）体现生物核心素养中“生命观念”的自制教具的使用—

以 DNA 结构的学习为例，培养学生的“结构与功能观”

在真核生物蛋白质的生成过程中，首先是要进行 DNA 分子的

复制。但是 DNA 分子的复制是十分抽象的一个过程，仅凭书本上

的知识学生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为结构决定功能，要想理

解 DNA 分子的复制过程，首先应该弄清楚 DNA 的结构，也就要

从它的基本组成单位开始掌握。

1.DNA 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核苷酸。核苷酸是由一分子的磷酸、

一分子脱氧核糖和一分子含氮碱基构成。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

不同颜色的废纸片剪成相应的形状并用钉书针固定连接各部分，

构成一个个脱氧核苷酸，并在碱基上标上 A、T、G、C。

最后师生

进行讨论

布置作业任务→将学生进行分组→辅导

学生的教具制作→对自制教具进行评价

准备教具材料→小组成员进行讨论→模

型初步制成→模型展示讲解

教师：

学生：
→



40 Vol. 3 No. 01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2.DNA 分子是由两条反相平行的脱氧核苷酸链组成。脱氧核

苷酸之间是由磷酸二酯键连接形成 DNA 单链，学生可以用吸管作

为磷酸二酯键并用胶水将单个核苷酸连接。两条链中相邻碱基之

间是通过氢键连接，A、T 之间由两个氢键连接，G、C 之间由三

个氢键连接。同样将吸管剪成相应的长度和宽度作为氢键将两条

脱氧核苷酸链进行连接。最后将连接好的两条链进行扭曲就形成

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通过以上教具的制作可以将抽象的 DNA 双螺旋结构直观化，

也可以让学生更清晰的理解 DNA 分子的组成。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动手能力，还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结构与

功能观”，体现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生命观念”。

（二）体现生物核心素养中“科学思维”的自制教具的使用—

以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为例，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是对细胞膜的相关内容在微观上的加

深，学生通过制作这一模型，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生物膜的结构

特点，然后再与后面将要学习到的细胞核和细胞器的知识内容相

结合，从而形成对细胞由外而内的完整认识。

1. 在学习“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中，教师提出以下几个

问题，让同学们进行思考：

（1）生物膜为什么具有选择透过性？

（2）这种选择透过性与我们之前学习的哪种物质有关？

学生进行交流讨论后，在教师的帮助下得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发挥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并且教师协助学生利用乒乓球、细铁钉、

网线、EVA 塑胶以及圆珠笔等材料制作蛋白质和磷脂分子的模型。

2. 蛋白质模型的制作：让学生在 EVA 塑胶上画出蛋白质的形

状，并且用剪刀进行裁剪，作为蛋白分子的模型。

磷脂分子模型的制作：用乒乓球作为磷脂分子的的头部，用

铁钉在乒乓球的两侧相对处穿上两个相同的小孔，并用适宜长度

的网线穿过小孔并将其对折以作为磷脂分子的尾部。

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制作多个蛋白质和磷脂分子的模型。

3. 教师继续提出问题：

（1）磷脂分子在水面如何铺展，在水中又是如何分布的呢？

学生思考后回答：磷脂分子的头部亲水，会朝向水面；磷脂分子

的尾部疏水，会远离水面。

（2）请同学们思考一下，细胞膜上的磷脂分子可否排列成连

续的两层呢 ?

发动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探究能力，展开实验：在水槽中倒

入适量的水，小组成员在水中将磷脂分子头部相对、尾部相对以

及头尾相对等方式反复尝试，并交流讨论实验结果。

最后请小组代表将他们的实验结果展示出来，教师公布答案，

并最终展示磷脂分子的流动镶嵌模型。

在本节课的学习过程当中，通过建构并观看生物膜的流动镶

嵌模型，发动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感

受实验成功的喜悦。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体现生物学科

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思维”。

（三）体现生物核心素养中“科学探究”的自制教具的使用—

以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为例，体现学生的“设计实验”能力

“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是“ATP 的主要来源—细胞呼吸”

中的探究实验，酵母菌在我们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与我们的生活

密切相关，比如面包的制作、发面、酿酒等。根据课本内容，知

道酵母菌为兼行厌氧菌，但是学生对这一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与

掌握，因此通过教具的制作来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可以加深

对这一知识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1. 找三个相同的矿泉水瓶子，并且里面放上等质量发好的面，

并在瓶子的上方分别套上三个相同的气球，分别在实验开始第一

天、第二天、第三天观察实验现象。

2. 实验现象：在实验开始的第一天，三个瓶子上方的气球均

没有太大变化，但是瓶壁上有水珠出现，说明酵母菌开始进行的

是有氧呼吸，消耗氧气的量与产生二氧化碳的量相等。教师引导

学生默写有氧呼吸的相关方程式，加深对这一过程的理解。

在第二天的时候，气球开始变大，到第三天，气球更加膨胀；

将气球取下后，有淡淡的酒精味。说明酵母菌进行了无氧呼吸，

产生二氧化碳和乙醇。教师再指导学生书写无氧呼吸的方程式，

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的讲解。

通过自制教具对酵母菌进行的探究实验，有助于学生更加深

刻的理解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也有助于锻炼学生“设计

实验”的能力，由此体现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探究”。

（四）体现生物核心素养中“社会责任”的自制教具的使用—

以细胞的衰老和凋亡为例，培养学生的“情感意识”

在学习《细胞的衰老和凋亡》这一节时，课本上所列举的细

胞的衰老的特征非常多而且很难记忆，这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卡

片上画出自己所认为的老爷爷、老奶奶的图片，重点是画出凸显

他们衰老的特征。教师选择几幅有代表的图片让学生上台展示，

并伴随图片展示的内容教师进行展开讲解。

通过图片展示的方式进行这一节课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将繁

琐的知识简单化，还可以向学生讲解社会议题，引导学生关心自

己身边的老人，孝敬自己的父母。因此可以培养学生的“情感意识”，

体现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社会责任”。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制教具在生物教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自制教具的使用也符合新课标所倡导的生物核心素养的培养。

在自制教具使用的教学过程中，不单单体现出核心素养中“生命

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的一个维度，而是多个

维度贯穿其中，从而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自制教具的

合理科学的使用，善于将身边的材料变废为宝，发挥学生的想象

力和动手能力，深刻理解所学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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