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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生命观念的培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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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生命观念培养的策略，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查阅法，案例分析法探索

不同教学策略对学生掌握生命观念的成效。研究表明，利用创设情境、概念图、探究性学习、合作学习等教学策略，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实践研究证明在生物教学研究中，合理的运用教学策略是促进学生生命观念构建的有效教学途径之一，

有助于学生生命观念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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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研究基于高中生物学的培养策略为基础，阐明了生命

观念的培养与教学策略之间的联系。从恰当运用教学策略的

角度来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帮助学生认识生命世界，从而

获得人生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同时也为高中生物教学中

生命观念的培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张秀红[1]认为通过传统

灌输式学习或机械地记忆知识是不能有效建立生命观念的。

基于生物学观念的教学需要基于概念，注意概念理解、整合

以及概念之间关系的构建。任晓米[2]提出观念教学，要创设

情境，教师要深挖教材，系统地进行教学设计，通过核心概

念的理解，课程的学习来不断将知识内化，构建学生的生命

观念。朱为娜[3]分析了《分子与细胞》模块中涉及生命观念

的内容，应用概念图、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等策略进行教

学设计。本研究以高中生物教学中生命观念的培养策略为突

破口，探索培养生命观念的途径，为教师教学活动提供参考。

1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生命观念的培养策略研究的必

要性

《课程标准》提出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应该从四个

维度着手，分别是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

任。而“生命观念”作为四个维度中学科特色最强的维度，

在四个维度中居首要位置，其对于生物学的教育有着不可或

缺的育人价值。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合理的运用教学策

略，重点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目前，学者将观念与实际教

学相结合的研究较少，通过提出高中生物教学中能够培养生

命观念的相关策略，更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

2 生命观念的概念及内涵

2.1 生命观念的概念

《课程标准》指出：“生命观念是指对观察到的生命现

象及相互关系或特征进行解释后的抽象，是人们经过实证后

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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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认为学生通过观察生命现象、生

命规律以及生命的特征获得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

概括，得到生物学概念，再将多个概念相互联系，构建生物

学概念网络，使学生理解生命的本质，最终学生可以通得获

得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来解释生命现象。

2.2生命观念的内涵

新课程标准指出生命观念的内涵由结构与功能观、物质

与能量观、稳态与平衡观、进化与适应观四个部分构成，并

且四个部分彼此联系，密不可分的。

2.2.1结构与功能观

苏科庚[4]指出结构与功能观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方面是

结构决定功能；另一方面是功能都由一定的结构来实现的。

吴成军[5]提出结构和功能是统一整体，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

功能也将随着其改变，因而产生了进化。例如：由于原生质

层具有伸缩性，所以具有活性的植物细胞能够发生质壁分

离。线粒体内膜具有“嵴”结构，增大酶附着面积，加快呼

吸作用。

2.2.2物质与能量观

能量和物质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物质的合成与分

解往往伴随着能量的转移、转化、释放等过程。能量是物质

循环的驱动力，而物质是能量的承载体。能量驱动物质在无

机环境与生物圈之间循环。物质携带着能量在生态系统中流

动。总之，物质与能量之间的转换是生物体生命活动顺利进

行的必要条件。例如：主动运输需要呼吸作用产生的 ATP功

能。

2.2.3进化与适应观

进化通常表示向前发展，自然界中生物的进化方向是由

低等到高等发展。适应是指生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与其

赖以生存的环境相适合的现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进化是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0 期 2021 年

生物适应环境的表现，生物通过进化形成物种多样性和适应

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很好的诠释进化与适应观，适者

生存，不适者淘汰，生存下来的个体存在有利变异，有利变

异不断积累，生物发生了进化。例如：有丝分裂通过精准的

把复制的染色体平均分到两个细胞中，保持亲子代细胞遗传

的稳定性。

2.2.4 稳态与平衡观

生物体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系统的平衡和稳态。

伯尔纳认为，内环境保持稳定状态是生命系统自由和独立的

必要条件，在内环境中保持生活条件的稳定是生命机制的目

的。王之璋[6]认为平衡简单地说就是保持相对不变，为了满

足生命活动而自身进行内部调节的一种状态。例如：人体体

温的恒定，是由各个组织器官系统密切配合而来。

3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生命观念的培养策略

3.1 利用创设情境策略，培养生命观念

生物学是以生命现象、科学原理为知识内容。通过知识

的学习来引导学生真爱自己、真爱自然、真爱生命。生物与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教师运用各种方法将二者联系起来。

如在课堂中创设情景，不仅可以将二者相互联系，还可以营

造出轻松的教学氛围，有利于对教学内容深入理解，有利于

生命观念的培养。

3.1.1 基于创设情境策略的教学设计思路

下面以《分子与细胞》模块中关于病毒这个知识点为例，

首先给学生播放有关疫情的电影片段，创设疫情情景，让学

生感受新冠疫情期间的紧张氛围，通过提问新冠疫情的原因

引出病毒这个知识点，从而进行深度挖掘，例如病毒没有细

胞结构、病毒的组成物质是核酸和蛋白质、病毒的遗传物质

构成、病毒的种类等知识点。联系感染新冠病毒会出现发烧，

咳嗽等症状，涉及到人体的体温调节和免疫调节等稳态与平

衡观，构建学生的生命观念。

3.2 利用概念图策略，培养生命观念

通过概念的学习，有助于学生生命观念的构建，高中生

物学课程以几大概念为核心，在此基础上辐散形成二级概

念，二级概念再辐射形成三级概念，从而构成高中生物学科

知识体系。学生只有在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生命观念。因此，利用概念图策略，构建概念网络，有助于

概念的理解。

3.2.1 基于概念图策略的教学设计思路

下面以《分子与细胞》模块中《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蛋白质》为例的教学设计思路。

通过问题情景导入，引导学生探讨蛋白质的功能，让学

生结合图文资料总结蛋白质功能绘制概念图。通过思考讨论

氨基酸的异同点，了解氨基酸的元素组成、种类、结构特点

以及结构通式。通过动画演示脱水缩合的过程，使学生理解

肽键，多肽等概念，并概括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分析

蛋白质分子结构多样性的原因。最后总结出蛋白质结构多样

性导致功能具有多样性，并完善概念图。如下图 1，此概念

图直观的表达了各概念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生命观念中的结

构与功能观，有利于中学生生命观念的培养。

图 1 生命活动主要承担者——蛋白质概念图

3.3利用探究性学习策略，培养生命观念

探究性学习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的有

效方法。恰当设置探究性问题有助于学生知识的进阶以及最

近发展区的形成。广受欢迎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灵

活的应用探究性学习策略。

3.3.1基于探究性学习策略的教学设计思路

下面以《分子与细胞》模块中《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

为例的教学设计思路。

利用翻转课堂来实施探究性学习策略，首先设计微课与

任务清单，让学生课前自学完成任务清单，检测学生的自学

情况。其次，学生提出问题-学生解答-教师纠错补充。最后

总结课堂，做结果展示。通过学生提问教师回答使学生能够

从物质与能量的角度概述光合作用过程中物质与能量的变

化的过程，构建物质与能量观，有利于学生生命观念的培养。

3.4利用合作学习策略，培养生命观念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的，在教师的指导下，小

组成员有明确的分工，通过成员之间合作交流发挥集体智

慧，从而达成小组目标的一种教学活动。在课堂中运用合作

学习策略，有助于学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有助于培养学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0 期 2021 年

生集体意识，有利于生命观念的培养。

3.4.1 基于合作学习策略的教学设计思路

下面以《分子与细胞》模块中《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作》

为例的教学设计思路。

首先，让学生先自主翻阅教材和查阅资料，了解细胞器

的结构、分布、功能等，然后分小组合作完善相关知识的学

习，并制作物理模型，最后进行展示，并相互讨论各种细胞

器之间的联系。通过合作学习，学生从单个细胞器相关知识

的了解，逐步深入到整个细胞中各结构的分工与协助，最后

升华到生命观念中的结构与功能观、稳态与平衡观、进化与

适应观，这样既培养了团队意识，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还

有利于生命观念的培养。

4 总结

本文通过对生命观念内涵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中提出了

多种培养策略来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主要提出了利用创设

情境策略、概念图策略、探究性学习策略、合作学习策略等。

本文提出的策略需进一步在课堂中得以实践，不断的完善和

改善。希望最终能够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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