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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观念
在新课标《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 1 7  版）》中，

提出生命观念既可以是对观察到的生命现象及相互关系或特性进
行解释后的抽象，也可以是能够理解或解释生物学相关事件和现
象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生命观念能够让学生在观察生物
学事实及现象的基础之上建立对生命的认识[1]。本文对生命观念
的理解为：当学生观察到一个生命现象后，在之前以有的认知
结构基础上进行精细加工，总结出的对该生命现象的理解以及抽
象出的关于生物学的想法和观点[2]。

2　培养高中生生命观念的意义
有利于培养生物核心素养，生命观念是核心素养的核心，

学生在观察生物学现象，运用已有的知识进行整合得出对其的理
解和概念的过程中也发展了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以及科学思维
[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有些教师过于强调知识点的记
忆，不注重理解以及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学生死记硬背，学习
效率低，新课改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要培养学生能够自
己发现生物学现象并总结规律得出概念的能力，形成正确的生命
观念，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3 ]。

3　培养高中生生命观念的策略
3.1利用探究性实验教学培养生命观念
生物学实验较多，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培养学生生命观念，

书本上的知识大都是枯燥的，让学生在实验中自己观察实验现象，
思考原因得出的结论理解，只有真实接触获得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
才能建构更好的理性认识。例如通过“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
水”实验，强调植物细胞的结构，培养学生结构与功能观。

3.2模型构建教学策略
模型构建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常用方法，是一种通过研

究模型来揭示原型的形态、特征和本质的方法[4]。在生物学学习
中利用模型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
解原型的结构，培养学生的结构与功能观。例如利用模型建构的
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连接脱氧核糖核酸，加深学生对DNA结构的
了解，也为后续学习DNA的复制，转录及翻译奠定基础，培养学
生结构与功能观。

3.3利用思维导图教学培养生命观念
高中生物教材上的内容丰富多样，知识点分布较为凌乱，学

生在学习时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为了学生能够明确各
个物质之间的关系，教师可以在上课时画出思维导图，帮助学生
理清思路。例如，讲光合作用的时候要注意的概念比较多，可借
助思维导图来解释光反应和暗反应的关系。

4　培养高中生生命观念的教学设计
本文以高中生物学必修1 第4 章第1 节《被动运输》为例，

采用探究性实验教学策略进行教学设计。
4.1新课导入
观看“水分子进出哺乳动物红细胞”的图片，复习水分子进

出动物细胞的原理，幻灯片出示成熟植物细胞模式图，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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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植物细胞的结构，说明原生质层。提问：水分子进出植物
细胞是渗透作用吗？植物细胞原生质层是一层半透膜吗？

4.2讲授新课
引导学生对提出的问题做出假设：植物细胞原生质层是一层

半透膜。给学生展示几种实验材料，让学生选择实验材料并说明
原因，并介绍所用到的0.3g/mL的蔗糖溶液和清水和0.5%的硝酸
钾溶液，本教学设计对教材所给的实验进行创新，多加一组0.5%
的硝酸钾溶液。学生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
验，并观察实验现象记录实验结果。

对实验现象进行讨论，理解水分子进出植物细胞的原理。通
过“水和其他物质之所以能够进出细胞，是因为细胞的什么结构
特点？”“为什么植物细胞不会吸水涨破？”等问题使学生明确结
构决定功能，培养学生结构与功能观。此外通过探究学习，引导
学生建构并认同被动运输的概念，总结动植物都可以通过被动运
输来维持细胞形态和正常生命活动，从个体的角度培养学生的稳
态与平衡观。

通过展示图片继续向学生介绍被动运输的分类，包括自由扩
散和协助扩散，对于协助扩散所需要的转运蛋白，先出示图片，引
导学生利用结构与功能观说出两种转运蛋白的作用机理，教师给
予补充，加深学生对结构与功能观的理解。

4.3课后总结
强调本节课重点知识，使学生认同并理解被动运输的概念，

逐步培养学生的结构与功能观、稳态与平衡观等生命观念。
5　结束语
生物学以生命为主要研究对象,生命观念作为高中生物学学科

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体现了生物学科的核心特征。培养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使学生形成生命观念,有助于学生了解生命
的价值,从而学会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人生观。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生命观念的渗
透，要采用多种有效策略，帮助学生逐步发展生命观念，让学生
更加了解生命，用已有的生物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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