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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的目的是育人，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人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教师要不断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

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具备思政理念，才能发现和挖掘思政元

素并结合专业知识贯穿于课堂，达到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教育和

熏陶的目的。作为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准一线教师，为积极响

应并贯彻落实新的课程标准要求，真正做到把课程当做提高学生

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育人载体，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本文对挖掘并利用初中生物

学教材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生物学教学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思

考和探索。

1　挖掘教材，融入珍爱生命、感恩父母的家国情怀教育

初中生正处在“青春期”这一避不可免的人生特殊阶段，

面对突如其来的身心变化常会感到疑问、困惑甚至是不安。教

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合理自行设计，例如在学习第四单元中“人

的生殖”、“青春期”这两节内容时，完全可以将这两节内容合并

在一起集中进行讲授，让学生清晰了解人的生殖和发育相关方面

的知识，科学地解释他们心中的困惑，指导他们正确对待这一时

期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正视自己的“身份”。在此基础上可以组

织开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以人的生殖和发育”为主题的专

题讲座，充分利用教材内容以及中学生所处的这一特殊的生理、

心理以及正确三观养成的黄金时期，积极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感

恩父母，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把个人的学习与祖国的前

途命运联系起来，努力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终身学习的热

情，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1]。

2　挖掘教材，融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教育

生物体本身与环境之间就存在着辩证唯物性，据此，教师

可以通过课堂帮助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2]。

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初中生物学“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与影响”

这一内容时,讲到自然界中,生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下去，生

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影响着环境。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才

造就了如今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生物圈。这一内容充分的体现

了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在课堂教学中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帮助学生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世界观[3]。

再如，人教版初中生物学《绿色植物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这部分内容中安排了“探究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必须的原料吗？”

这一重要实验,在教学时可采用探究性学习的策略使每位同学充分

的参与到这一探究活动过程中,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来检验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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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的是光合作用的原料，最终实验结果以探究报告的形式呈

现,并通过组间评比选出实验效果最好的组作为代表来汇报本组的

实验进程以及结果，从而激发出学生爱动手、爱探究、爱思考的

学习习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唯物辩证精神。通过该

探究实验的设计，让学生明确光合作用的原料必须有二氧化碳的

参与，并且能够进一步意识到植物——“生产者”在我们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情感,启发引导学生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道德观念[4]。

3　挖掘教材，融入道德伦理教育

生物科技高速发展，“转基因食品”、“生物克隆”、

“试管婴儿”等生物发明与技术在为人类科技做出巨大贡献的同

时也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是否会引起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

一直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教师可以根据

教材内容进行积极正面引导和教育。例如，学习人教版初中生物

学中“科学家的故事——试管婴儿之父荣获诺贝尔奖”这一内容

时，教师既要肯定这一伟大科技成果的问世使得每个圆了父母梦

的家庭所充斥的欢欣与喜悦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要强调科技的高

速发展带给人类的考验必将会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更要结合教材

内容适时给学生贯彻正确的伦理道德观[5]。

初中生物学教材中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的德育目标，蕴藏着独

特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通过对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挖

掘、优化及合理运用，能够做到德育与智育的有机融合，为新课

标的积极落实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不断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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