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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TS”教育理念的“鸟类”教学设计
李 洁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鸟类”这节教学课题包含了全新适于 STS教育的视角和丰富的科学探究素材。本课例通过小组合作—收集资

料—自主探究—师生讨论等层层递进的活动，探究鸟类适于空中飞行的特征，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在教学环节中渗

透 STS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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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本节是义务教育教科书生物学（苏科版）七年级下册第

十二章第一节，是帮助学生形成“鸟类的主要特征以及与人

类生活的关系”这一重要概念的重要章节。也是引导学生从

生物与环境的角度形成“生物体结构与功能相适应”这一学

科思想的重要部分。七年级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体验中，对身

边的飞行器，例如飞机、火箭、卫星等，具有一定感性认识。

知道飞行器是仿生于鸟类，但不能准确地表述鸟类有哪些结

构特点与其飞行生活相适应。飞行器的出现与发展历程与人

类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这为本节课实施 STS

科学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七年级学生已初步掌握了观察

和科学探究的方法，因此本节课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播放中

国科幻电影《未来机器城》关于未来城市飞行器片段，以探

讨电影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可实现性为主题，激发学生的探究

热情；再通过人类现有的最常见的科技工具飞机，引导学生

认识到飞行器最初的设计灵感是来自鸟类。学生通过折纸飞

机游戏联系物理学伯努利定律，总结能飞行的物体需要哪些

条件，从而过渡到本节课主题探究鸟类有哪些特征能够适应

飞行生活。学生提前分小组从鸟类的外形、呼吸、血液循环、

消化、骨骼这几个方面自选方法进行探究，教师引导学生利

用导学单归纳探究资料，从而理清家鸽适应空中飞行的特

征，加强鸟类主要特征这一重要概念的形成。最后通过师生

探讨话题保护鸟类多样性和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之间的

关系，层层渗透 STS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2 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并围绕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制

订如下教学目标：

（1）通过观察和探究性活动总结鸟类适于飞行的主要

特征培养结构与功能观相适应观，提升学生归纳与概括的科

学思维能力。

（2）通过观看视频、图片、搜集谈论和资料阅读资料，

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和探究的能力。

（3）通过讨论保护鸟类与人类社会关系，提升学生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3 教学准备

3.1 教师准备

（1）课前下发导学单并统计各小组选择的探究方向（五

选一：外部形态、骨骼肌肉、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

环系统）。

（2）准备家鸽的正羽、绒羽若干、家鸽的骨骼标本、

猪长骨、手机平板等，供学生课上研究。

3.2 学生准备

课前教师下发导学单，让学生先自主学习。每组从导学

单中选择一个探究方向，课时可查阅资料（收集途径：上网、

阅读书籍、与人交流。资料形式：图片、文字、表格、数据、

短视频等）。老师的要求：深入研究本组选择的探究方向，

以便课上交流并能解决其他同学的疑问。每组提前设计一个

飞得最远的游戏纸飞机。

4 教学过程

4.1 创设情景，导入新课

教师播放中国科幻电影《未来机器城》中关于未来飞行

器片段，以此来提问：你认为电影中的这些场景是否能实

现？目前能实现飞行的飞行器有哪些？你知道飞行器诞生

过程？引入主题。

设计意图：利用学生喜爱的中国科幻电影，引起学生学

习兴趣。再通过飞行器发明的历史和演变，从最早春秋战国

发明的风筝，明朝万户发明火箭，到现在飞机、空间站、神

州系列火箭、卫星等。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科学

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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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拟探究，飞机飞行需要哪些条件

教师在课前布置了任务每一小组折叠了本小组认为飞

的最远的纸飞机，哪一组飞机飞的更远一些呢？教师请小组

代表现场来到讲台上来比赛。选出飞机飞的较远组的小组代

表结合本组折叠飞机的特点来讲解为什么本组飞机飞的更

远。若学生没有思路，提示学生结合折纸飞机的经历思考该

问题。

设计意图：大部分学生乘坐过飞机，科学技术的进步给

人们的出行生活带来了方便。学生大都能提到飞机的机翼、

发动机，但不知道原理。若学生解释不清教师可补充利用白

纸准备相应的物理学实验，阐明伯努利定律原理。从折纸飞

机的经历中学生不难归纳出，飞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减

小阻力、减轻体重、足够动力。以此类推鸟类适于空中飞行

生活它有哪些特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明确了“三个主要问

题”后，学生接下来的探究将变得更有方向性。

4.3 实践探究，鸟类适应空中飞行的特征

教师引导学生以熟悉的家鸽为例，看一下鸟类是如何解

决以上问题的。教师提前提供学生有 5个探究方向导学案（外

部形态、骨骼肌肉、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

课前每个小组选择了其中一个，课堂中给 5-10 分钟可自选方

式探究讨论。

4.3.1 鸟类适于飞行的外部形态

导学案中关于外部形态预设问题：

（1）鸟类的形态结构特征：体表被覆__________，前

肢变成__________，具有迅速飞翔的能力；身体呈现_______

型；能够减少__________。鸟类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是与

它的__________相适应的。

（2）家鸽的羽毛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种。

__________能够煽动空气，散热；__________能够保温，

__________排开的。

（3）家鸽的前肢变为__________，它的特点_________。

教师引导学生对照导学案讨论鸟类外部形态方面，家鸽

是如何适应空中飞行的？哪个组来介绍一下？

学生代表可展示课前准备好的鸟类的羽毛标本或图片

汇报，其他同学补充提问，老师点评。由此得出老师预设的

问题：鸟类的体型为流线型，体表被毛，有正羽绒羽两种类

型，正羽主要分布在两翼和尾部，绒羽分布在体表和正羽下，

鸟类的前肢变为翼，是它的飞行器官。

4.3.2 鸟类适于飞行的骨骼肌肉特征

导学案中关于鸟类肌肉骨骼特征的预设问题：

（4）家鸽的骨骼特点是：长骨________；胸骨具

________；脊椎骨能支撑_______，这样的骨骼既__________

又__________，与其飞行生活相适应。

（5）家鸽全身的肌肉中最发达的部位是______，这与

其______运动相适应。

教师请对应组学生代表介绍家鸽的各种骨骼有什么特

点，学生可结合鸟类骨骼标本和课前准备的猪长骨做对比汇

报，老师点评补充。由此得到导学案中预设的问题：家鸽的

骨骼具备轻薄的特点，长骨中空。胸骨具有龙骨突，胸肌发

达，能够牵引两翼运动。

4.3.3 鸟类适于飞行的消化系统

导学案中关于鸟类消化特征的预设问题：

雀形类的鸟所吃的食物，经消化吸收后 1.5 小时排出。

绿头鸭吃进的食物，经消化吸收后 0.5 小时排出。雀形类的

鸟一天所吃的食物，相当于自身体重的 10%~30%。蜂鸟一天

所吃的蜜桨，约等于它体重的 2 倍。体重为 1500 克的雀鹰，

能在一昼夜吃掉 800~1000克肉。

分析资料并结合图片，总结鸟类的消化特点：消化系统

_________，食量_________，消化、吸收能力_________，排

出粪便很_________。这样的特点对于鸟类的飞行有什么好

处？

教师讲解鸟类要保证飞行有足够的动力，还要靠消化系

统消化食物获取能量。接下来由对应小组代表学生介绍家鸽

的消化系统组成结构和特点，并完成导学案上资料下的小

问。结鸟类的消化系统具有功能强，直肠短，排出粪便速度

快，可减轻体重，有便于鸟类的飞行的特点。如学生未出示

家鸽的消化系统图片，教师可在 PPT上补充，老师点评完成

预设的问题。

4.3.4 鸟类适于飞行的呼吸系统特征

导学案中关于鸟类呼吸系统的预设问题：

（6）家鸽的呼吸系统是由____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构成的，其中__________能进行气体交换，

__________则具有贮存空气的作用。

教师提问食物中的能量可以直接释放出来吗？要经过

哪种生理活动？（学生预设：呼吸作用）而呼吸作用分解有

机物需要消耗哪种气体？（学生预设：氧气）氧气是如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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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供给的？谁来介绍？

小组代表对照图片汇报鸟类呼吸系统结构特征，由学生

讲解得出鸟类呼吸系统是由气管、肺、气囊组成的，气囊可

辅助呼吸。若学生讲不清楚双重呼吸教师可停顿补充视频资

源。由师生共同总结出：双重呼吸可提高呼吸的效率。

4.3.5 鸟类适于飞行的循环系统特征

导学案中关于鸟类循环系统的预设问题：

表 1 不同生物心脏状况对比

心脏 占体重的百分比/％ 心搏次数/min

人 0.42 72

鸽 1.71 135——244

金丝雀 1.68 514

蜂鸟 2.37 615

鸟类的血液循环系统特点：鸟类的心脏肌肉_____，工

作能力___。循环系统结构_____。运输营养物质和氧气的功

能___，释放的能量__，保证鸟类飞行时_____________。

教师提问：鸟类体内要输送营养物质和血液，而血液流

动的动力来自心脏，家鸽的心脏有什么特点？教师请对应小

组学生汇报、补充、提问，老师点评。由此完成预设的问题：

鸟类心脏四腔，可加速血液循环。学生可直接对照导学案中

资料讲解，若学生没提到鸟类“心肌发达、心跳快”的特点，

老师补充。

探究完家鸽适应飞行的 5 个方面特征，学生根据板书导

学案，不难归纳出鸟类的主要特征。教师可在此组织小结，

最后学生来谈自由讨论两个问题：①学完本课后，谈谈你对

保护鸟类多样性的认识？②你对保护鸟类与人类社会发展

关系有什么新认识？

设计意图：根据导学案上的学习内容，学生可以用多种

方法搜集资料并进行探究，选出小组代表达交流、质疑，以

师生互动互评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

力。最后两个讨论可以让学生联想到由鸟类仿生出的飞行

器，意识到生物资源是一个未开发完的巨大宝藏，保护生物

多样性能够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5 教学反思

本设计以全新的视角将 STS 教育应用到生物学科教学，

从科幻电影片段入手，帮助学生理解科学技术将改变人们的

生活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逆向思维通过折飞机的游

戏，结合物理学知识使学生认识到飞行所必须的条件明确下

一步探究方向。学生按照导学案上的问题提纲，自选探究方

法，在师生互动互评中总结鸟类适于空中飞行的特征。这样

既完成了教学目标又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课堂最后的两

个讨论，首尾呼应使学生思考到到现代技术科学将会对社会

发展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实现 STS 理念在教学环节的层层渗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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