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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理念融入高中生物课堂提升核心素养的实践探究
李建玲

（淮安市楚州中学，江苏 淮安 223200）

摘要：近年，我国课程改革不断加快步伐，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是新课改的核心任务。STEAM 教育打破思维的第三面墙，强调教育的

互动性、创造性和开拓性，提升学生共同核心素养。本文将结合 STEAM 理念来讲述《设计和制作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这节课，实

例验证如何利用 STEAM 理念提升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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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TEAM 课程简介与现状分析

新课改理念与 STEAM教育理念高度相似，但是目前国内中小

学运用的并不多，故非常值得一线高中生物教师去探索和研究。

下面笔者将以具体的课堂案例来说明如何将 STEAM教育理念融入

高中生物课堂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二、STEAM 理念课堂实例：《设计和制作 DNA 分子双螺旋

结构模型》

（一）教学内容分析

《设计和制作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这堂课中，DNA

分子结构较抽象，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和制作 DNA分子的双

螺旋结构模型，将抽象知识直观形象化，能够加深对 DNA双螺旋

结构的认识和理解，为后续学习 DNA的复制、转录和翻译奠定良

好的知识基础。

（二）教学目标设计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在 STEAM教育理念下对学情和教

材的深入分析，立足于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分析了本节内容涉及

的 STEAM教学资源并设计了本节内容的教学目标（见表 1）。

表 1　《设计和制作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教学目标

（三）教学过程设计

在明确本节课教学目标的基础之上，依据 STEAM课程理论六

个步骤，设计了如下教学环节：

课前准备：学生通过阅读课本及图书馆、网络查阅相关 DNA

发现历程的资料，为课堂交流讨论做好知识储备，也可自己准备

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作为模型构建的创意材料。

教师准备各组材料包：硬塑料方框2个、不同颜色的硬纸板、

柔软有韧性的长金属细丝、订书机、订书钉、剪刀、粗铁丝。

1. 创设情境，设置驱动问题

教师展示一位同学用不同颜色的纸片制作了一种简易的 DNA

分子结构模型图，请同学们讨论该模型的优缺点，如果让你来制作，

你该怎样选材、设计避免这些缺点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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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组制定计划

根据全班人数，分成 6人一组，共 8组，分组发放材料包。

教师图片展示 DNA的平面图和立体图，学生观察图片分组讨

论下列问题：

（1）材料包中的哪些材料可以表示脱氧核糖、含氮碱基、磷

酸基团？这几种材料如何连接成一个脱氧核苷酸，位置如何？

（2）磷酸二酯键和氢键在哪里连，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连接？

（3）氢键的数量怎么表示？

（4）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反向平行”如何在模型中体现？

（5）你打算分别做一个平面模型和立体模型吗？还是先做一

个平面模型，再由平面模型转变成立体模型，怎么转变呢？

各小组依据自己课前查阅的资料，仔细观察教师展示的平面

图和立体图，充分讨论上述 5个问题，再根据自己的讨论结果，

绘制 DNA双螺旋模型设计草图，注意确定模型的大小（如高度与

直径的比例、脱氧核苷酸的数量等）、如何由平面结构转变成立

体结构等，同时确定模型构建的基本步骤。

STEAM理念和核心素养体现：本环节涉及科学、技术、艺术、

数学的综合运用，学生依据 DNA 分子结构图片，分析材料包中

各种材料的作用，通过小组合作探索分析如何将这些材料组装成

DNA，从而绘制出DNA分子结构模型设计图，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以及实验设计的能力，切实将核心素养的科学思维和科

学探究落到实处。

3. 各组分工合作完成模型构建

各组按照自己绘制的设计图和基本步骤，分工完成 DNA双螺

旋模型构建，时间 10 分钟左右。

STEAM理念和核心素养体现：本环节涉及数学、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的综合运用，学生通过亲手制作 DNA分子结构模型，

从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角度去理解 DNA作为遗传物质的作用。通

过分工合作完成模型构建，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动

手能力。

4. 展示与交流，修补模型

各小组代表展示自己的成果，在阐述时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1）各种材料分别代表什么分子，各分子的大小比例如何，

各种材料直接连接的是什么化学键

（2）两条链之间的碱基对是否遵循了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碱

基对是否随机排列的，不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数量

（3）是否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可以随意切换，如何切换？

（4）两条链的反向如何体现

（5）两条链上的碱基数目、磷酸二酯键是否一致

评价阶段：学生对自己成果先进行自我评价，再各组之间相

互评价，最后教师对各组成果提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教师展

示示范模型中四种碱基、磷酸及五碳糖的大小比例图。

STEAM理念和核心素养体现：本环节涉及数学、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的综合运用，通过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评价自己和

他人的劳动成果，培养严谨和务实的求知态度，最终能够运用生

物学事实归纳和概括 DNA分子的结构特点，与核心素养科学思维

层面的要求一致。

5. 总结与提升

通过模型构建，让学生对 DNA分子的多样性和特异性从表层

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明确 DNA中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就是遗传信

息，从而真正意义上理解“每个人的 DNA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布置学生课后撰写一份实验报告，并用其他实验材料再

完成一个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

STEAM理念和核心素养体现：本环节涉及数学、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的综合运用，

学生通过撰写实验报告，进一步巩固课堂知识。引入 DNA应

用的讨论，学生运用生物学知识参与讨论和正确解释社会热点问

题，培养社会责任意识。

6. 反思与评价

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遵循 STEAM教学理念并在各个环节

渗透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学生通过设计和制作 DNA分

子双螺旋结构模型，把 DNA分子结构这样的分子水平的抽象难懂

的知识直观化，进而能轻松透彻的掌握，为后续探索遗传物质如

何复制、遗传信息如何传递等重大遗传学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不足之处是学生构建的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并不能完整的反

映 DNA分子的立体结构，还需教师辅助多媒体视频教学。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将 STEAM 理念融入高中生物课堂对于培养综合

性人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目前 STEAM 课程在中国的发展仍

处在初级阶段，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还没有普及

至全国各地中小学课堂，但是 STEAM 课程是顺应时代发展需要

的，值得一线教师勇于探索和实践，相信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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