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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菌呼吸方式探究活动的改进与科学思维的培养
李昌梅

（贵州省兴义市第六中学，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是高中生物课程中的重难点，是开启学习细胞呼吸方式的重要环节，由于受到实验条件限制，一直是教

师的教学薄弱环节。本文在新高考背景下，阐述该部分的教学方法和改进对策。生物学科的本质是以生命体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通过联

系生活实际改进延伸探究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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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酵母菌呼吸方式探究实验的改进意义

（一）酵母菌呼吸方式探究嵌入课堂教学的困境

酵母菌呼吸方式的探究是生物必修一（人教版）第 5 章第 3

节第一课时的教学重点，也是高考中Ⅱ级要求的考点。通过探究

实验活动，让学生打开认识细胞呼吸的方式的大门，为进一步学

习细胞呼吸的过程打下基础。在教材中提供了探究实验的方案，

在有条件的学校，教师会按照教材中所给的方案在课堂上进行探

究活动。由于受到教学课时、实验器材、药品危险、实验现象容

易受环境因素等情况的限制，导致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难以真正

开展好酵母呼吸方式的实验探究，有的教师也会用播放实验过程

视频的方式完成探究，缺乏感性体验，达不到理想的课堂效果。

（二）改进实验的可行性分析

酵母菌本来就是与我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一种常见微生物。生

活中的葡萄酒、面包、馒头的发酵都与酵母菌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如果把酵母菌的生产应用对接到课堂当中来，不但学生学习兴趣

浓厚，而且教学情景来源于生活，在课堂中展开讨论时，学生也

有切身体会，更能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比如，面团发酵实验活动，

使用器材药品安全，可操作性强，发面效果观察直观，学生能够

通过面团发酵的体积变化、蜂窝状变化等指标就能对呼吸方式进

行对比分析。

二、高中生物课堂中科学思维的培养意义

（一）科学思维的定义

 科学思维是形成生命观念的重要途径，是生物学核心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思维是认知动机、认知行为、认知方式和认

知品质的统一。《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表

述是：科学思维是指尊重事实和证据，崇尚严谨和务实的求知态度、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事物，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能力。

（二）科学思维在高考考查中的地位  

在高考新背景下中，全国各地命题已经突出体现对“科学思

维”能力的考查。许多题目都在简单的问题情境下，层层设问，

暗含逻辑。而且，从历年考题看来，这类题型常常是整卷中的亮点，

也是高考试卷中占分比例较高题型，也是最能够体现生物学科核

心素养评价导向的题型。学生遇到此类题型，往往答而不对或者

答而不全，得分率极低。因此，教师深入研讨如何在实验探究活

动中落实好科学思维的训练显得刻不容缓。

三、课堂教学设计对策

结合新高考背景，以及目前考纲的要求，探究酵母呼吸方式

的探究活动与科学素养的落实可有有以下几点对策。

（一）研读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

只有基于对课程标准和高考考试大纲说明的解读，教学设计

才有明确的目标。解读好考纲的具体要求，抓准知识的重难点，

找准能力的训练点，才能指导我们切实落实好课堂中的教学程序。

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不但要求学生理解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

和操作步骤，更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对一些生物学问题进行初步

探究、分析和评价。

（二）合理的教学程序设计和大胆的改进延伸

一般来说，一堂实验探究课，大致分为导入、教学目标、探

究活动、应用与总结四个部分。课堂导入是教师需要结合生活体验、

科学前沿、热点问题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是需要围绕我们

教学内容，进行精细设计的。比如，我们可以将生活中与酵母菌

有关的食品加工作为一个切入点，找到一个可以在课堂里开展的

环节，开启课堂的教学。

另外，展开探究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分成很多小的环节，

每个环节解决一类问题，由浅入深，让学生的思维得到碰撞。比如，

以发面团分组活动为探究活动主线，分成多个小组，完成低温、

高温、常温、加柠檬汁、加肥皂水、等不同条件下的趣味发面团。

这种方式，不但学生兴趣浓厚，对实验现象结论充满期待。通过

观察面团发面后体积变化和蜂窝状况等指标，学生也能展开剧烈

讨论，得到思维散发，尝试对实际的问题用科学的思维来进行解释。

甚至，我们教师可以把学习的内容联系生活中的一些伪科学现象，

进行开放性讨论，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

（三）其他建议

首先，生物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

探究、社会责任四个统一的整体。然而，一堂课的探究活动并不

一定要把四个要素做到面面俱到。能根据探究活动的具体内容突

出一到两个素养的训练，进行深入地渗透学习已经是一堂非常有

灵魂的课了。另外，高考题从来都是原创的，教师也应本着考纲

要求，试着去原创一些好的探究活动方案，因为教师的视野广泛，

思维活跃，对学生的视野与思维也会有积极影响。最后，拿来的

东西不一定顺手，摸索适合自己的方式，达成教学目标是一种快乐。

课堂是教学的主战场，也是教师诊断问题的现场。时刻关注学生

的课堂状况，就能不断调整和驾驭好自己的课堂，为课堂效率增

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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