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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生物教学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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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教育发展中，对学科教育特别提出了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以更加系统、全面且科学的方式推进现

代学科教育教学活动，促使学生能够更具质量的学习，切实掌握学科知识及素养能力。在中学生物教学活动当中，

教师亦需要加强重视核心素养的教育，关注课程教学设计的同时，将生物素养适时渗透其中，使学生接受知识的同

时，亦能够获得素养能力的有效锻炼。本文将以初中生物素养的教学策略展开分析，对具体教学方法提出相应建议，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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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 ar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discipline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modern disciplin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 mor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way, so as to promote students to learn more qualitatively and effectively master discipline 

knowledge and literacy. In the middle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s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core literacy, pay attention to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esign,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iltrate the biological literacy in time, so 

that students can not only receive knowledge, but also obtain effective training of literacy abili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ical literac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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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科素养虽被具体划分至各个培养方向，但归根是

以学科为中心而明确的各类素养培养指标要求，因而学

科素养相互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用，教师在课程教学设

计时即可采取针对性培养目标设计教学活动，亦可以综

合素养的培养视角组织教学活动。下文将结合生物素养

的培养意义，从具体生物素养的各个方面针对性展开分

析，但不乏其中相互联系。教师在实际教学应用中，还

需立足现实情况，择优选用并予以调整，将生物素养切

实落实至课堂教学当中。

一、生物核心素养培养的意义和价值

核心素养是在新课程标准下提出的，其素养内容围

绕生物学科相关内容而设计，包括与生物学知识与技能

相关、学生生物学学习能力、生物学价值观及科学态度

与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对学生生物核心素养的有效

培养，既是满足新课程改革的教育发展要求，亦是能够

进一步推动现代生物学教育，使生物的教学内容不再局

限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对学生实际行为能力的培养、

思想的引导，使生物学知识真正获得传承与教育[1]。同

时，对学生展开生物核心素养，还能够使学生的知识层

面获得生活，能够使学生更好地对生物学形成认识与理

解，体会并感知生物学习的意义与价值，发现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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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与魅力，从而增强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促使学生

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生物课程的学习当中，既能够推进

核心素养的有效教育培养，又能够实现生物学教学成效

的切实提升，对整个教学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此

外，生物学科素养将学生需要具备的生物学相关知识及

能力具体划分，这就为学生的生物学提供了明确的目标

及方向，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展开生物学习活动，有针对

性的提升自身的生物知识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生物

学学习质量。同时，教师亦能够在核心素养的指导下，

更具方向的展开教学活动，使生物学课程教学能够获得

更好的发展。

二、核心素养导向下中学生物教学实践探究

1.情境创设，建立生命观念

从“生物”本质的涵义来讲，其即是对生物生命及

其发展、生长、成长规律等一系列与“生物”相关的内

容。因而其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使学生能够

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相对其他素养而言，

生命观念素养即是生物学的培养基础[2]。同时，作为生

物素养的重要组成，教师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生命观念

期间，则需对教材内容充分把握，将生命意识渗透至课

程中的各个方面，结合生物领域相关热点问题、各类生

命教育相关知识素材等，为学生创设更具生动的生命教

学情境，促使学生能够在情境中更好地了解生命，对自

然、社会、人之间的平衡关系有效了解，使之能够结合

自身生物知识逐步构建生命观念，增强其对生命世界的

认知，实现生物素养的切实提升。例如，教师在七年级

引领学生逐步认识“生物学”这门课程时，教师则可选

用有关生命的纪录片、动物世界等相关内容，让学生直

观的观看生活在世界中的生物。除此之外，教师还可设

计趣味动画的形式，引领学生逐步了解“趣味生物圈”，

如以猫怕狗、老鼠怕猫、大象怕老鼠等，通过动画的趣

味展示，进而引导学生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的？在整个生物圈中，又存在着哪些关系？植物、人、

动物、病菌等等相互间的联系是什么？”等，这样，学

生的学习兴趣则能够被充分调动，同时还能够有效认识

和体会到基本的生物生命系统。再如，在学习细菌、病

菌部分的知识点时，教师则可结合时下的新冠疫情病菌，

将之作为情境素材，为学生呈现相应的病菌图片，同时

融入各城市的防疫情况，包括如人们被封在家食物的短

缺现象、猫狗无人照顾、疫情人员的过度劳累、确认病

人的病情及治疗情况等等，通过视频的形式让学生直观、

深入的感知，由此引导学生对生物存在的意义、生命的

重要等形成深刻体会，以此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尊重、敬

畏以及珍惜等的观念，促进其生命观念的良好形成。

2.启发引导，增强理性思维

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对学生的生物学习具有一定的

促进效果，生物学作为科学学科的一种，更加注重学生

的理性思维，使之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生物学问题，

对生物及生命现象、发展规律等各个方面能够以更加理

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思维，

促使学生对生命的价值更具主动的探索和学习。在培养

学生理性思维素养过程当中，需要学生能够在有效思考

中实现，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设计中，需注意采取

科学的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使之能够在学习生物知

识的过程当中，主动、独立的思考生物知识点内容，包

括如生物现象、生物实验、生物规律等等，引导学生在

思考中逐步由感性认识转向理性认识[3]。在此期间，教

师可借助引导提问的方式，依托问题引领学生对具体的

生物知识点展开思考，同时，指导学生能够依据事实和

证据对问题理性分析，以此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例如，

在讲授“遗传”部分的知识点时，教师则可结合现实，

引出具有讨论价值的问题，引导学生从理性的角度对生

物知识展开思考，如“都说孩子的长相随父母，有人说

‘女儿虽爸爸，儿子随妈妈’，你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

还有在过去的思想里，认为儿女的性别都是由妈妈决定

的，这个想法正确吗？为什么？”等，通过这样“接地

气儿”的生活化常见问题的提出，学生的思维主动性则

能够逐步提高，使之积极的对这一问题形成思考。在此

期间，教师则可引导学生结合生物学所学的知识进行思

考、分析、推理，促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理性思维。

这样，通过对学生思维的启发与引导，学生则能够在主

动思考、理性思考中逐渐形成理性思维，使之能够在不

断的思维锻炼中，实现理性思维素养的强化提升，从而

为其生物知识的学习及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小组合作，培养科学探究

在生物学素养中，科学探究是学生生物学学习的需

要，亦是其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为今后的生物学学习研

究奠定良好素养及能力基础。因而在生物素养培养中，

教师还需从科学探究素养层面创新组织教学活动，促使

学生能够在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中实现科学探究能力

的切实锻炼与培养。在此期间，小组合作即是较好的教

学方法，同时融入各类形式的主题活动，让学生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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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学科学探究活动，使之能够

在实践活动中逐渐提升科学探究意识及能力，从而有效

达到科学探究素养的有效培养。具体在组织合作探究学

习活动当中，教师要注重这一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科

学设计探究活动内容，并给予相应的任务安排，使之能

够切实完成各项探究活动任务，在探究中充分思考，使

之更好的提升探究分析能力，在探究中发展其综合实践

能力[4]。例如，在学习有关“食物中的营养物质”部分

的知识时，教师则可以此为主题，设置对应的合作探究

活动，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对这一课题内容进行探

究学习。如教师可直接提供给学生研究课题——“我们

吃的事物中有哪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的作用是什

么？”等，要求学生在呈现这一课题答案内容的过程当

中，能够自主围绕这一课题进行细化处理，可通过查阅

资料、交流讨论、绘制思维导图的形式完成，亦可要求

其制定相应的探究学习报告，使之能够将探究的问题、

探究的过程全面呈现出来，以便教师对学生的合作探究

情况充分了解，确保学生的探究过程切实落实。

此外，生物学不止在于理论知识的学习，生物实验

更是整个教学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而教师在

组织小组合作活动时，还可依托实验活动，安排小组学

生展开实验探究学习任务，让学生能够在实验参与中，

边做边思考，充分讨论交流，在实验的参与中不断探索

新知识、验证其猜测等，从而达到科学探究素养的培养

效果[5]。例如，在学习“被子植物的一生”这部分知识

点时，教师则可让学生先行在课堂中与小组成员共同讨

论实验探究的课题方向、实施计划等，并要求学生制订

明确的实验探究活动计划，进而再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合

作完成实验活动，并及时记录实验过程，在实验期限完

成之时，则可组织学生对各组的实验探究情况进行了解，

让学生各自展示实验的过程、实验结果等。通过实验活

动的组织，学生能够切实融入至对生物知识的科学探究

当中，使之能够在亲身参与中，全程感受和体验科学探

究的过程及方法，从而逐步增强其这一素养能力。因此，

教师在培养这一素养时，需适当开展各类形式的实验探

究活动，促使学生在更多的实验探究参与与体验中，不

断提升素养能力，获得良好锻炼，从而达成素养教育的

培养目标。

4.联系生活，提升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素养的培养旨在学生能够站在社会及生活

的视角，对生物现象正确看待，并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参

与讨论并解决生物学相关的问题，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

意识，以更加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生活及社会中的生物

学现象，解决生物学相关问题。因而教师在教学中还需

注重对学生展开价值教育，将社会生活与课程知识形成

联系展开教学，让学生通过对生活中生物学现象的观察、

了解和认识，培养其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的能力，并借助生活现象逐步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

情感，使之能够逐步增强社会责任，将生物学与生活充

分联系[6]。例如，在学习“人体激素调节”部分的知识

点时，教师则可立足生活实际，让学生展开相关病症的

调研活动，如糖尿病危害、发病率、形成原因等进行调

查，并要求其结合调查结果进行思考分析，以此深化学

生对这部分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掌握，让学生通过对现实

生活现象的调查，逐步融合生物学知识与社会生活，使

之在生活了解与分析中，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7]。再如，

在讲授“人来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部分时，教师则可

将现实生活的各类环境污染现象呈现给学生，借助生活

实例展开教学，让学生在生活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展

开探究与讨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环境问题，如“假如

水资源被污染了，我们是否还能直接饮用或使用被污染

的水资源？被污染的水源如果处于流动状态，会造成什

么现象？假如水资源不足时，人类还能够生存在地球上

吗？”等等，通过与生活相联系的方式，学生能够更加

深入的思考生物问题，从而逐步迁移至自身思想意识及

行为的教育，使之社会责任素养有效形成。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生物学科素养指出对学生的培养需从生

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等角度展开，

促使学生能够对生物学形成正确的认识、充分的把握生

物学知识、具备良好的生物思维，并对学科类目问题以

科学的态度进行实践实验探究。初中生物教师在组织教

学活动时，可从多个角度采取教学措施，将生物素养贯

穿教学活动当中，不断创新生物教育理念及方式，积极

做好实践教育工作，促使学生的生物素养能够在优质的

生物课堂中有效落实，不断提高，形成更具科学素养的

新一批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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