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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课改进行时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是
各科教师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战斗在最前沿一线初中
生物学教师，要想上好生物课，使学生乐学善学生物学课程，在
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是必须努力解决好的难
题。为此教师除了努力钻研课标、考纲、教材，认真备课外，还
必须随时关注组成初中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几个关键元素。即努力
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的理念，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努力培养学生的
生物学科学的思维习惯，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

努力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良好氛围，形成科学的探究正确方法
步骤；努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形成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感。为此本人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尝试和努力，以期收到良好的
教育教学效果，大面积提高生物教学质量。

1  在生物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正确的、鲜明的生命观，
让学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本人的做法是在课堂教学中随时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
端正学习生物学的动机，在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正
确的生命观。从初中生物的起点教学——《生物的特征》一节，就
开始灌输这种观点，本节教学的重点就是让学生弄明白什么是生
物这个概念，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阅读教材，逐个熟悉了
生物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归纳起来就是具有生命特征的物体，
就叫生物。这就使学生接触到了生物学核心素养的第一个方面的
元素——生命。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生命是诚可贵的，生
物的生命是来之不易的。那么生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何时出
现在这个星球上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初中生物学最后
一册——八年级生物下册第七单元《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和发展》
的第三章《生命的起源和生物进化》中的第一节《地球上生命的
起源》一节就有较为完美的答案。按着时间的快键，把镜头切换
到《生命的起源》一节的教学中，本人设计的本节的核心素养教
学过程是这样的：环节一：学生仔细阅读课本51页和52页小字
部分后，教师用视频演示美国青年学者米勒的关于生命形成的实
验，然后让学生相互合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讨论一下问题：1.
地球上原始大气的成分与现在的大气成分有什么明显的不同？2.
你认为原始地球上存在生命吗？3.根据米勒及其他学者的实验结
果，可以对生命的起源作出怎样的推测？4.陨石中含有构成生物
体所需的部分有机物，由此可以作出怎样的推测？经过学生热烈
的讨论和教师的一步步引导，利用课本52页研究的方法,对生命
的起源进行科学推理。(1)提出问题: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是怎样起源
的?(2)作出假设：地球上生命起源于简单的有机物；(3)寻找证
据：米勒的用几种简单的无机物通过火花放电合成了简单的有机
物，再进一步形成原始生命；(4)得出结论：如下图所示。

经过以上的教学设计，在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核心的课堂

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路　杰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中心中学，中国·安徽 亳州 236839

【摘　要】初中生物学教学中学生要发展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生命观；理性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
【关键词】生物；核心素养；生命观；理性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

上，学生思想活跃，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成分的体现，既培
养了学生的生命观，又活跃了课堂气氛。这样教师只是作为课
堂上的引导者，为学生提供一种正确的科学推测的方法，学生
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体验了科学推测的过程，在这样的一步
步有意识的教学中，学生逐步认识到了地球上的生命来之不易
啊！从几种简单的无机物，到形成简单的有机物，在经过漫长
的地质年代，才逐步形成了原始生命，而从原始生命到现在的高
等生命就更不易了，因此我们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至此学生
才形成了正确的生命观，同时生物学核心素养也就真正落地了。

2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理性思维的习惯
如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的核心素养目标，让学生养成良好

的理性思维的习惯呢？本人的做法
是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对生

物学的直观感性知识进行分析处理，就能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理性
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理性思维习惯。例如：本人在进行八年级
下册《生物进化的原因》一节时就是综合利用比较法、分析法、归
纳法进行教学的，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节教学从分析生物进化的一个实例入手，分析了英国曼彻
斯特地区100年来桦尺蛾体色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生物进化的直接
原因，100 年前，由于此处空气清新，林木葱茏，桦尺蛾的体
色大多数是浅色的，只有极少数是深色的。而100 年后，这里
工厂林立，烟雾弥漫，树皮裸露被熏成黑褐色，桦尺蛾的体色
正好颠倒过来了，桦尺蛾的体色大多数是深色的，只有极少数
是浅色的，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生如坠迷雾，为什么桦
尺蛾的体色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这就激起学生强烈的、想一
探究竟的好奇心。教师此时也就转入了环节二的教学，利用事
实分析法来分析桦尺蛾体色变化的原因，100年前桦尺蛾的体色
和周围环境的颜色相似，浅色的桦尺蛾能够融入环境，不易被
天敌发现，形成了浅色的保护色。而100 年后由于工业革命使
曼彻斯特地区的树木被熏成了深色，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桦
尺蛾的体色也跟着进化，形成了深色的保护色，因为这时只有
深色的桦尺蛾才能融入当地的环境，学生这时恍然大悟，生物
的进化的原因之一，是自然环境的改变促进的，也就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至此环节三的教学也就随之而来，也就是归纳法，
在学生的配合下，教师归纳生物进化的原因：过度繁殖是生物
进化的条件，生存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遗传变异是生物进
化的内因，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的教
学，教师充分利用比较法、分析法、归纳法使本节课的教学效果
非常完美，学生理性思维方式也逐渐的养成。

3  培养学生养成较好的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探究是生物学科的关键能力，是针对特定的生物学现象

通过观察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设计实验、实施计划、
收集数据、分析论证得出结论的过程，在探究中,在探究中要求
学生要善于合作,勇于创新。例如：本人在进行《生物与环境
的关系》一节时，引导学生做出以下的探究实验，教学效果就
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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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提出问题：学生通过合作交流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1.光会影响鼠妇的分布吗？2.鼠妇喜欢光亮的环境还是阴
暗的环境？3.光是如何影响鼠妇分布的？等等。

第二步作出假设：要求学生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假设，
学生作出了如下假设:1.光会影响鼠妇的分布.2.鼠妇喜欢光亮的
环境(鼠妇喜欢阴暗的环境)。3.光亮的环境下鼠妇少（阴暗的
环境下鼠妇多）。

第三步制订计划：设计明暗不同但是相同的两种环境，各
放入等量的鼠妇20 只，过一段时间后，观察哪边的鼠妇多。如
果阴暗环境中鼠妇多，则说明假设可能是正确的。材料用具：
2 0 只鼠、湿土、铁盘（或塑料盘、纸盒）、纸板（不透明）、
玻璃板。实验装置：在铁盘内铺上一层湿土，以横轴中线为
界，一侧盖上纸板，一侧盖上玻璃板。怎样就形成了阴暗和明
亮两种环境。

第四步设计实验：1.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在两侧中央
各放入10 只鼠妇，静置2分钟。2.每分钟统计一次明亮处和阴
暗处的鼠妇数目，统计 1 0 次。

第五步实施计划：按照上述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实验过程
中要认真观察，如实记录。

第六步收集数据：将观察到的数据填入下表中。

第七步分析论证得出结论：1.光会影响鼠妇的分布.2.鼠妇
喜欢光亮的环境(鼠妇喜欢阴暗的环境)。3.光亮的环境下鼠妇少

（阴暗的环境下鼠妇多）。
通过上述探究过程使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得到了强化培养，

为以后的生物学中众多的探究实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意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每个学生都是将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培养学生的

社会担当意识，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至关重要，让学生参与
个人与社会事务热点问题的讨论,做出理性解释和判断,尝试解决
生产、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培养学生形成造福人类的态度和
价值观,关注当今涉及生物学的社会议题,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
实践,为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服务
于社会。例如，本人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带领所任教的七年
级学生对亳州市的生物种类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统计、归纳、
分析和整理，得出了较为可信的参考数据，为亳州市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全学期利用课余时间历时33 天，各组总计
行程约2800 多公里，整理资料1200 多份，内容涵盖了动物、
植物、细菌、真菌、病毒等方面，通过整理、归纳、分析
得出原始数据如下：

在大量的原始数据背后隐藏许多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内容：例
如：近十年来亳州市的植物种类增加了207种，一方面与亳州市

是全国四大药都之一有很大的关系，单单引进外地种植的药材种
类就达到133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和社会流动人口比例的扩大，个人和鲜花店从外地引进的花草种
类达55种，市政工程绿化引进的苗木种类19种。从这些侧面间
接的反映出了亳州市与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经济交
往的频繁，折射出了亳州经济飞速发展，亳州市的经济发展也是
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花草种类的增加，亦可反映出亳州
人民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提高了。
这是积极的一面。

从植物和动物在亳州市消失的种类，也可以看出经济的飞速
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近十年来在亳州市消失的动植物种类保守
数字就达11 种，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亳州市本地物种十年时间
消失十一种，如果以这种速度进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
在不久的将来，本地的原生态的物种就会所剩无几，从全国范
围来看，一个小小的亳州市物种消失就这么快，如果再不重视
环保问题，可以想象人类的未来是多么的渺茫。这些动物消失
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人们大量的使用剧毒农药引起
的，由此可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破坏，生
存环境恶化，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将是人类生活的大敌，最
终也会威胁到人类的自身安全。

调查结束后，本人把调查结果和分析报告，分别以调查报
告的形式，递交到亳州市环保局和谯城区环保局，引起了市区
领导的高度重视，之后不久亳州市政府就下发了一系列关于环境
整治的相关文件，为亳州人民有一片蓝天白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法规保障，这与我校的这次调查行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其
中起到了想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也体现了生物教学要始终坚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也落实了
生物学科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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