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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正是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是知识能力的快速发

展期，还是身心健康发展、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念

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关键期，高中的课堂教学是融入思政元素的

重要渠道。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实施立德树人，各学科的教师

对课程中育人的元素的挖掘，在教育过程中培育学生的高尚情

操，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探索思政元素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

有机融合，使思政元素成为生物教学中的精彩一笔，让教学变

得更加的丰富，让学科知识富有感情。鼓舞学生形成美好的理

想信念，培育正确的价值取向，拥护坚定的政治信念，具有社

会责任意识。

1　文献统计

近五年高中教学中融入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观念和

社会责任这几方面的文献统计来看，在中学教学中社会责任的融

入是最多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推动了社会责任在高中生

物教学的融合，包括爱护环境，健康生活，关爱生命等教育。在

高中生物教学中学生社会责任素养的培养方法有梳理教材内容，

理解社会责任内涵；创设教学情境，激发社会责任意识；引领实

践活动，践行社会责任行动。理想信念的融入的相关文献中[1-4]，

提到中学阶段是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的关键期。让知识的科学性

和思想性相结合，在创造性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促进学生人格的完

善，加强对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视。在价值取向的相关文献中发现

中学生的价值观会受到成长的环境和经历的影响，教师能够通过

时事联系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5-7]。例如在19年

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下，教师可以加强健康意识，增加家国情怀

引导，保护环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加凸显，反思集体

主义和个人价值以及对未来职业的倾向都有所涉及。中学生人生

观价值观树立的有效途径，首先是言传身教，其次是挖掘教材，接

着是利用评价正确引导，然后是培养爱国情怀，最后引导学生正

确看待身边案例，避免片面的看待问题，学会客观的分析事件。政

治观念这一部分在中学的教学中涉及基本是在思想政治课中体现，

文献中提到重视人格培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学生人格的

培养。在中学学科教学中融入与学科相关成果来丰富学科内容，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Xie Yuan和Zeng Rong Dan[8]等人在关于物

理学教学中融入物理学史的必要性文章中提到教学改革不仅是教

学模式的改革，针对物理教学学生对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提出将

物理史融入中学物理教学的必要性。体现了学科科学史能够增强

学生学习兴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科

学精神表现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人文精神则是自我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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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形成的规范和约束而影响人的活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Michal Zion和Hagit Cohen[9]的文章中提到生物教育的目标包括

教育下一代可持续的、健康的习惯，生物教育结合教学内容探

讨相关的营养素养，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强调健康饮酒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思政元素的融入多是从挖掘教材到教师引导，再通过合适的

案例及人物故事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榜样，为了让学生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受到全面的教育，各学科都要积极加强思政元素的融入。

除了直观的教学教育还有隐性的榜样教育，利用学校的板报以及

专题栏目宣传展示优良精神，构建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

教师利用课堂教学的重要渠道引导学生敢于创造，自强不

息，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爱国奉献，创造传承中华民族特色文

化，正确树立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共同理想，让学生成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化的道路上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2　学生态度调查

学生是思政元素在高中生物教学的有机融合的主体，为了了

解学生对此的态度向学生发放了500份关于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

物教学的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54份。在第8题：你如何看

待生物学融入思政教育？如下（见表2-1）。
表2-1    学生对生物学融入思政元素态度统计

Table2-1     Statistics 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integrating bi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通过调查数据能够明显看到，只有少数的学生对高中生物融

入思政元素的态度是无所谓的，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持有认可的积

极态度，认为在生物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能够对学生起到正确的

引导作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教师在思想方面的教育

并不断提升、完善自己。少部分同学认为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

教学很不错，让生物课更加丰富、有趣。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促

进学生思考，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能随之提高。

3  知识整理

根据对教材内容的分析，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必修一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棒，能够给我们正确的引导 279 61.45%

不错，让生物课更加丰富、有趣 149 32.82%

无所谓 26 5.73%

合计 4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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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与细胞》的知识点和实施方法的详细内容整理归纳如下

（见表 3 - 1 ）。

从表的归纳整理可以看出教师在高中生物必修一《分子与细

胞》中能够根据教学内容联系生活实际融入思政元素进行教学，

表3-1     思政元素融入必修一的具体内容

Table 3-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equired course one

从生活中的常见

现象、科技发展

等方面着手，有

利于学生真正领

悟它的意义，能

够在实际生活中

得到实践。思政

元素的融入内容

也是多元化的，

可以从改革创新

的时代精神、道

德修养、爱国主

义、法治素养等

多方面挖掘。思

政元素的切入点

是十分丰富的，

实施方法主要有

结合时事举例，

类比引导和谈话

以及通过教学活

动的形式从显性

和隐性两方面对

学生进行引导。

4 　思政元

素融入高中生物

方法总结

4.1 类比贯

穿教学过程

类比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即

直接根据教学内

容，深入细化教

学内容，主要采

用类比的方法让

学生感受到精神

上的触动，了解

价值观的正确取

向。类比法要求

类比的对象在逻

辑上保持一致，

才 能 达 到 效 果
[10]。可从小的身

边事的功能作用

类比到教学知识

中，启发学生思

考知识点，例如

玩具工厂合作生

产玩具类比细胞

中的细胞器合作

加 工 成 蛋 白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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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样也可以从大的方向引导至小的教学内容，开导学生学会

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例如从国家的边界类比到细胞的边界——细

胞膜，同时还可以向学生传递国土边界，国家完整统一的重要作用

让学生类比思考细胞膜的重要作用。在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

担者的学习中，也可以采用类比的方法，让学生思考自己在人生中

承担的角色与责任，从而体现人生价值。除此之外，谈话法的形式

也可以成为类比教学的一种，通过问题引导，谈话交流的形式让学

生明白其中的道理，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4.2引用材料指导思想

引用材料指导思想，主要是要求教师搜集、分析、利用各

种教学材料，根据学生情况合理的引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积

极的思想方向。主要利用科学家的故事和身边的时事作为材料进

行教学分析，在前面的调查数据中我们也能够看待学生是十分倾

向于从时事中接受新的知识，例如在必修一开篇走进细胞认识病

毒时，便可以结合2019 年的新冠病毒做教学材料，不仅可以讲

解病毒的结构知识，还可以向学生传递时代英雄精神和生物学的

重要作用，让学生更加珍爱生命健康的生活。更能够体现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增强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

社会主义。引用材料指导思想的优势在于从贴近生活的材料中体

现一种价值观，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引用科学史

作为材料也是常用的教学方法，在科学史中指导学生跟随科学家

的脚步探索发现，培养科学思维，鼓励学生形成科学信仰。

4.3分析内容设计活动

分析教学内容，从学生的特点和喜好出发，激发学生主动

学习为目的。分析教学内容除了分析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还要分析

前后章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意识到本节课学习的重要作用。在

清晰的教材分析的成果下根据学生的特点来设计教学活动，把握

学生的注意力，组织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活动中学

会知识，体会情感的升华。例如在蛋白质的教学中，设计让学生

探索氨基酸脱水缩合的过程，让学生在实践的合作学习中感受团

结协作的力量和乐趣，增强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内化知识。

4.4其它方法

（续）表3-1 思政元素融入必修一的具体内容

（Continued）Table 3-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required course one
在高中生物教

学中，根据生物学

科的特点，还常常

采用项目融入法、

任务融入法、知识

点融入法等使思政

元素与高中生物教

学有机融合。把我

们所提倡的思想、

观念与人们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学生

的思想支配行动才

能让学生看到学有

所用。为了得到及

时反馈，在条件满

足的情况下使用信

息技术与教学方法

相融合的方法[11]及

时可视化学习效

果，实现多维互

动，提高课程思政

的有效性。

5　案例分析

选取高中生物

必修一中“细胞的

分化”为例，通过

动植物都由早期胚

细胞发育产生功能

不同的细胞构成组

织类比同期高中生

在共同学习生活中

发展不同的优势特

长，让学生正确乐

观的认识自己。在

细胞分化的过程

中，要让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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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织发挥不同作用，协同合作的同等重要，以此让学生明

白在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协同合作让社会

快速发展。在学习植物组织培养技术时，要通过材料分析，让

学生看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增强学习科研的信念，也让学生

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在本课中还会回忆起克隆羊，可以鼓励学

生查阅资料相关资料，了解科学发展，强调生命的可贵。

5.1学生心得体会展示

在与学生的交流和调查中发现，学生感悟到一些道理，例

如某学生说：“我们身体的任何组织都同等重要，社会上的任

何岗位的工作也都在为社会的发展做贡献，要平等看待......”

还有的同学认识道理生命的可贵，懂得了团结协作的力量，正

确的认识自己，个性发展。

学生在细胞的分化这节课中收获颇多，不仅是知识的提升还

丰富了精神世界，形成了老师传递的平等的价值观和珍爱生命的社

会责任感，强化了爱护环境的意识以及对自己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认

识，我们不仅要全面发展还要个性发展，看到每个人的闪光点。

5.2课后学生学习效果调查

课后我不仅与学生面对面的沟通，了解学生在本节课中的收

获，还以问卷的形式对授课学生在细胞分化的学习中情感意识的

收获进行调查，从个性的发展认知和团结平等来呈现学生的价值

取向，从爱护环境和珍爱生命的意识来呈现学生社会责任，具

体如下图（见图 5 - 1 ）。

图5-1     学生对细胞的分化学习的收获

Fig. 5-1    Students learn about cell differentiation

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在本节课中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

社会责任的方向上都有较好的发展。收获最大的是学生深深的感

受到珍爱生命的重要性，健康的生活，爱护环境爱惜动物植物是

每一位学生的责任。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基础全面发展还要有个

性发展，要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具有特色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在价值取向方面，学生明白了尊重他人，地

位平等，都是同等劳动者的重要价值观。

5.3同行评价

廖老师是学校优秀的生物教师，在听了本节课后，给出了

客观的评价。在内容上基本达成了教学目标。导入部分，让学

生分享自己的职业理想（即职业分化）来引出细胞分化，在教

学实施部分，通过类比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平等、多样、个性

的发展，并使用相关资料去升华“爱护环境，珍爱生命”的

主题，落实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唯一遗憾的是思考题的设置

用词不够准确，靶向性不强，在问题设置上要多加注意！

5.4教学反思

本节课是丰富的一节课，不仅是知识的丰富，思政元素的

融入也十分丰富，可以从教学材料上用类比贯穿全文的方法合理

的融入团结、平等、个性发展的价值取向，根据教学内容融入

珍爱生命、爱护环境的社会责任，问题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激

发学生的理想信念。在从学生课后的交流中能够了解到不同学生

感受程度是不同的，对大多数的学生来说促进了价值观、社会

责任等的形成。同学们也觉得课堂更加丰富了，但教师在思政

元素的融入角度还可以多样化，内容上还可以更加全面。

6　结论

文献统计表明，思政元素在中学的融入情况具有一定学科特

征，理想信念和政治观念大多融入社会科学学科，价值取向和

社会责任在各学科都能较好融入并实施教学。

对学生的500份调查问卷可知，非常希望融入思政元素，并

能给予正确引导的学生占61.45%，使生物课堂变得丰富有趣的学

生占32.82%，无所谓的学生占5.73%。可见，学生希望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使枯燥的专业知识变化丰富有趣。

通过对高中生物《必修一》教材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六章内

容均适合开展生物课程思政，并根据课程内容初步设计了课程思政的

实施方案，为教学过程中生物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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