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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研究与思考
李　贤

（和田地区实验中学，新疆 和田  848000）

摘要：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思政教育逐步融入高中生物教学中，有利于丰富生物课教学内容，陶冶学生道德情操，进而

提升生物教学质量。高中生物教师要挖掘教材中爱国主义元素，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积极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

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积极渗透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定追逐梦想的精神；渗透生态环保教育，引

导学生探究人类与生物、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讲解生物学发展历史，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进一步促进思政教育

和生物教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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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促进了思政教育和课程教学的融合，

督促教师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专业知

识的传授，还要挖掘学科育人价值，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

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把思政教育和知识点相结合，积极渗透传统

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教育，带领学生了解

中国科学家在生物学、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增强学生爱国热情

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教师还要积极渗透科学教育和责任感教育，

引导学生探究生物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学教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推动生物学课程改革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核心素养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变革

对人才标准的重新定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成为教学改革新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相继提出了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推动思政教育与各

类课程的融合，从而加快课程改革步伐，提升教学质量。高中生物

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师生元素，渗透爱国主义、科学精神

和生态文明教育，让学生在掌握生物知识的同时提升个人道德素养，

促进他们核心素养发展，进一步提升高中生物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西方外来文化、互联网文化

对高中生价值观造成了冲击，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高中生物

教师要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端

正学生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带领他们了解生物学发展历史，

探索中国科学家奋斗故事，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科学精神、爱国主

义精神，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同时，教师还要找准生物学知识

和思政教育的契合点，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思政教育熏陶，实现

思政教育和生物教学的双赢，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有利于促进知识技能与价值引领融合

生物学科是一门自然生命科学，兼具了科学属性和人文属性，

不仅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生命，激发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热

爱，提升他们的科学精神，还有利于开展思政教育，端正学生三观，

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实现知识技能与价值引领的双赢，全面提升

高中生物教学质量。高中生物教师要挖掘教材中的隐性思政教育

资源，提升教学趣味性，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

教育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从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有效结合，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

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了：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探究和社会责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让学生在掌握学

科知识的时候形成正确价值观、健康人格。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

物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育，把生物教学和思政

教育融合起来，让学生养成正确的生命观，培养他们严谨认真、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引导他们探究人类和动植物之间的关系，

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从而增强高中生社会责任感，提升他们的

生物核心素养。

二、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教师对思政教育认识不足

高中生物教学任务比较重，教师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教授生物

专业知识上，更关注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

对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常常是一笔带过，没有把思政教育和生

物学知识衔接起来，难以发挥生物学科价值引领作用。部分教师

虽然会渗透思政教育，但是思政教育还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对

教材案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深挖，导致学生对思政教育只是

浅尝辄止，难以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无法把思政教育有效渗透

在生物学知识学习中。

（二）学生学习效果不佳

人教（2019 年版）高中生物分为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

包括了分子与细胞，遗传与进化，稳态与调节等模块，每本教材知

识点联系紧密，知识点多而复杂，学习难度比较大。很多高中生把

学习重点放在了生物学知识与技能上，对生物学蕴含的思政元素了

解比较少，也很少关注生物学相关时政新闻，影响了他们对生物课

程学习效果。部分学生在高考压力下，认为思政教育并不是生物学

考试内容，很少花费精力学习教材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

生态文明和生命观等相关内容，不利于提升自身道德素养。

（三）缺少思政教育评价标准

高中生物教师更侧重考核学生知识与技能、核心素养，以书

面考试成绩、日常作业质量等作为教学评价标准，忽略了把思政

教育纳入教学评价体系中，思政教育缺乏明确的评价指标，无法

督促学生学习生物课程中蕴含的思政知识，无形中影响了生物学

课程教学质量。部分教师教学评价理念比较保守，采用“一刀切”

式评价标准，忽略了制定思政教育评价标准，影响了生物学课程

教学评价质量。

（四）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

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很多高中生物教师开始渗透

思政教育，但是对教材思政元素的挖掘比较肤浅，局限于某一个

思政元素的讲解，忽略了把多个思政元素和生物知识结合起来，

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影响了生物课堂思政教育质量。例如教

师在讲解细胞分裂相关知识时，只是单纯渗透生命观教育，忽略

了渗透科学教育和社会责任感，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这

是当前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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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政元素融入高中生物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爱国是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多年的民族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挖掘教材中蕴含的爱

国主义教育元素，让学生在学习生物学知识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

熏陶，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例如教师在讲解《走进细胞》这一

章节相关知识时，可以利用微课介绍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

我国诞生的相关新闻，对教材内容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这一研

究成果在世界生物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介绍我国科研团队潜心科

研、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增强学生爱国热情。这一

新闻可以彰显我国生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我国生物学科

技起步比较晚，但是凭借一代代生物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华民

族不服输精神，让我国生物科学技术实现反超，处在世界领先水平，

有利于增强高中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此外，教师还可以

介绍我国优秀科研人员事迹，例如教材中关于施一公院士的访谈，

展现我国科研人员心系祖国、不为名利的爱国精神。施一公院士

放弃了美国高校优厚待遇，选择回到祖国清华大学任教，把国外

新技术、新理念带回中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更多青年科研人才，

这种爱国精神更能激发学生情感共鸣，激励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

远大志向，提升他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

能量，端正学生三观，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在讲解《免疫学的应用》一课时，可以讲解

免疫学在疫苗、器官移植、免疫诊断和免疫治疗等方面的应用，

展现医学家为了拯救患者生命做出的贡献，进一步提升学生爱国

热情，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以讲解免疫

学原理，再介绍疫苗发挥作用的原理和特点，呈现疫苗与疾病预

防之间的关系，激发学生探究兴趣。这一环节中，教师可以介绍

我国医学家顾方舟院士研发首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

糖丸疫苗，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作出巨大贡献，拯救了无数幼

儿生命健康，被誉为“糖丸爷爷”，他克服了资金短缺，潜心研

发视野，把一生都奉献了给医学事业，展现了中国医学家崇高的

爱国、敬业精神，有利于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其次，教师可以

搜集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相关新闻，介绍我国免费为公民接种疫苗、

免费治疗的措施，展现祖国对人民利益的重视，重点讲解新冠疫

苗预防原理，渗透和谐、民主、平等和法治价值观教育，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中生物教学中。

（三）渗透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奋斗精神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因此，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渗透理想信念教育，让他们树立学好

文化知识、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例如教师在讲解《真核细胞和

原核细胞》相关知识时，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第一，教师可以

利用微课讲解汤飞凡发现衣原体的经过，他放弃了国外高薪工作，

以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志向，毅然回到祖国，从零开始医学研究，

经过上万次失败才成功分离出衣原体。为了研发疫苗，汤飞凡用

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研发出疫苗，挽救了无数患者生命，展

现中国医学家一心为国、振兴医学和挽救国人生命的坚定理想信

念，有利于激发高中生情感共鸣，激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第二，

教师可以导入生物学相关时政新闻，例如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故

事，让学生了解屠呦呦带领团队坚持数十年提炼青蒿素，利用其

治疗疟疾，拯救了无数患者生命，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为祖国

赢得的荣誉，弘扬了中药文化。生物教师可以利用中国医学家科

研故事，弘扬他们坚持不懈、舍己为人、为医学奋斗终生的崇高

理想信念，为学生树立良好学习榜样，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

为了梦想而努力，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四）渗透生态环保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人与自然、生物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但是很多学生

却忽略了这一点，生态环保意识比较薄弱，社会责任感有待提升。

高中生物教师要重视这一问题，积极渗透生态环保教育，带领学生

深度探究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关系，培养他们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让他们为生态保护贡献一分力量。例如教师在讲解《光合作用原理

和应用》相关知识时，可以在实验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让学生探

究光合作用对空气质量、水循环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确植物对环境

保护、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第一，教师可以组织小组实验，让学生

准备绿萝、塑料袋、水槽等材料，让他们探究影响光合速率的环境

因素，并让他们印证教材中的希尔反应，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精神

和团队协作精神。第二，各个小组可以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组把绿

萝套上透明塑料袋放置在阳光下 1 个小时左右；第二组把绿萝叶的

叶绿体放置在悬浮液中，对比两个组的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有的

小组认为阳光下的绿萝叶会发生光合作用后产生了水和氧气，悬浮

液中绿萝叶叶绿体也可以发生水的光解，产生氧气。生物实验可以

加深学生对植物光合作用的认识，让他们意识到植物对生命之源水

和氧气的影响，从而培养学生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五）渗透科学精神教育，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渗透科学教育，为学生讲解现代生物学科

研成果，让他们了解生物学在医药研发、临床医疗、材料研发、生

态保护等领域的运用，激发他们生物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崇尚科学、

严谨求实和刻苦尊严的科学精神。例如教师在讲解DNA相关知识时，

可以为学生讲解克隆技术、遗传疾病等相关知识，让学生自主探究

DNA 结构、染色体变异和各类遗传疾病病因等，让他们了解 DNA

与人类繁殖、健康的密切关系。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克隆技

术原理，讲解 DNA 分子携带的遗传信息、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等，

让他们建立 DNA 分子模型，培养他们实事求是、严谨负责的学习

态度，让他们尊重科学、反对迷信。其次，教师可以讲解遗传疾病，

例如渐冻症、白化病等，讲解相关科研成果，让学生意识到生物学

知识对遗传疾病治疗的重要性，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培养

他们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四、结语

高中生物教师要积极渗透思政教育，以恰当的方式将其巧妙融

入教学，润物细无声地完成对学生的熏陶，让学生感受到生物学课

程的价值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生物学的兴趣，提升给他们的道

德情操。教师要积极渗透科学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环保教育，营造全方位育人格局，发挥生物学价值引领作

用，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他们尊重科学、尊重生命，

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提升高中生物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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