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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必修三与选择性必修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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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课程标准的更新，生物学教材也进行了相应变化，此次就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后半部分）与选择性必修二

进行对比，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分析和分类分析，着重对教学内容的改变进行讨论。总体来说，新旧教材都很贴近相应课标的要

求，在此基础上，分析新教材与新课标的对应之处，并提出了部分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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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update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biology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also been changed accordingly. This time,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compulsory 3 (the latter part) and selective compulsory 2 of high school biology in the human Education

Edition, and the overall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are carried out, focusing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hange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In general, the old and new textbooks are very clo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rresponding curriculum standar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new textbooks 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puts forward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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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课程不断改革，课程标准相应更新，对教学的要求也日益

更新，反映在教学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教材的改变，现阶段课程

标准由《普通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版）》修订为《普通高中生

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相应的高中生物教材也依据课

程标准的要求进行了改变，由 2004年版高中生物教材修订为

2019年版高中生物教材[1]。

2 研究意义

种群和群落是学生首次在群体的水平上探讨生命系统的

组成、结构和发展规律。研究种群的数量变化及其规律和群落

的结构、演替等，在实践上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

解生态系统的组成和层次，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生态学意识。

教材的比较研究是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不仅是学校

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也是

衡量基础教育水准的重要标准[2]。帮助一线教师进一步了解新

课标的变化和价值取向，以便充分理解新课标的教育理念，从

而更好地胜任教学工作。有助于教师理解教材编写的思路，理

清知识框架，从不同层次驾驭教材，提升教学技能。

3 两个版本生物教材的比较分析

3.1整体对比

旧教材将种群和群落放在了同一章，新版教材将种群和群

落分别设置了一章，由于章节设置改变，每章的封面、章末小

结也做了相应改变。并增加了《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和

《群落的主要类型》两节。由一章变为两章使内容变得更加丰

富，也避免了“种群”和“群落”两个概念产生混淆。

《生态环境的保护》章节名更改为《人与环境》，突出了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关系，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应由人类来进行。

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改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概

念突出。增加《生态工程》的内容，了解生态工程的原理与案

例，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自然观，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

在本章小结中（图 1），新教材将其分为了“理解概念”

和“发展素养”两个部分，每一模块下以小点的形式对知识点

进行阐述，相较于旧教材的大段文字，更加简洁清晰，明确提

出学习本章知识后需要达到的标准。

图 1 新（左）旧（右）本章小结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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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分类对比

3.2.1教学内容

（1）新增教学内容，完善教学逻辑

《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一节是在新教材强调“种群

及其动态”下增加的知识点。“种群及其动态”这一概念规定

了本章主要探讨的就是种群的数量特征，因此删减了旧教材中

种群的空间特征。这一节内容由“非生物因素”“生物因素”

以及“种群研究的应用”三个部分组成，前两个部分对影响种

群数量变化的因素做了详细的阐述，在旧教材中这是属于一个

补充的知识点，新教材将其具体化，并运用了大量实例加以佐

证，因此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种群及其动态”中的“动态”

这一概念。并且通过第三部分“种群研究的应用”，涉及了资

源保护与利用和生物防治中的相关知识，有利于学生建立起保

护生物学的意识。

《群落的主要类型》一节介绍了三种群落类型，说明不同

生物群落中拥有不同的生物种群和环境，不同的生物群落在陆

地上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并提出了群落类型受到非生物因素的

影响很大这一观点，让学生对种群和群落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并能进一步分析不同群落中的生物具有与

该群落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和分布特点。

《生态工程》一节对生态工程的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

述，并介绍了“农村综合发展型生态工程”等典型实例和发展

前景，旨在让学生学会分析生态工程给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方

面带来的效益。给学生树立“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观念。

（2）引入诸多生态学概念，为理解生态学打开新思路

“群落的季节性”是指群落的外貌和结构随着季节的变化

发生有规律变化的现象。介绍环境的季节性对群落结构的影

响，并添加许多例子加以佐证。对候鸟迁徙、动物冬眠和夏眠

的现象进行了解释。使得学生能在课堂上对生活中常见的一些

生物学现象及其原理进行更深入地认识。

“生态位”是指一个物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学

概念的提出，能够构建学生的生态学概念网络，也可以将群落

的构建、种间关系、物种多样性等概念连接在一起，并且能更

有效地解释群落保持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原因，为理解种间关系

打开新的思路[3]。

“生态金字塔”包括能量金字塔和数量金字塔，一般来说，

随着营养级增加，获得的能量逐级递减，生物个体数量也递减，

因此生态金字塔一般是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形。生态金字塔的模

型，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能量流动逐级递减的特点，与食物

链进行衔接，帮助学生理解高营养级生物体数量一般低于低营

养级生物体数量的原因。

“生物富集”是指生物体从周围环境吸收、积累某种元素

或难以降解的化合物，使其在机体内浓度超过环境浓度的现

象。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在物质循环中，不同的物质会有不同

的循环方式，并有一些毒性很强的物质，会累积在食物链顶端，

给生物和环境造成伤害。给学生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3）针对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案例

新教材较旧教材增加相应实例，将内容进行再丰富，便于

学生理解。如在《群落的演替》一节中，介绍人类活动对群落

演替的影响，也增加了相应实例，提出“人类对群落演替的影

响都是不利的吗？”的讨论，旨在说明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是消

极和积极并存的，强调人类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给学生

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

（4）更新教学标题

将《种群的特征》改为《种群的数量特征》，主要聚焦种

群的数量特征，删减种群的空间特征，针对性更强。

将《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改为《人类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提出人类活动在多方面对生态环境都有影响，

不仅是在人口增长这一方面。并将“关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移到了这一节，介绍了现存的六大生态问题，给学生树立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

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改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标题言简意赅，突出本节重点，与新课标要求的内容聚焦大概

念相符。并增加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了解人类哪些行为导

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让学生树立“一个物种可能会影响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命脉”这一观点。

3.2.2教学栏目

（1）问题探讨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一节中，将宏观生态系统中物质

不会枯竭的讨论改为了胡杨林死亡后却依然立于大漠的现象。

让学生通过对大漠环境和胡杨林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来

解决自然界胡杨林死后不会立即腐烂的现象，帮助学生树立关

注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意识。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节，将自然界中维持稳定状态的

生态系统改为入侵植物紫荆泽兰的实例，通过让学生分析紫荆

泽兰在我国疯长蔓延的现象，让学生了解入侵生物的危害，并

让学生分析泽兰实蝇是否可以作为防治办法，打开学生思维。

从入侵生物来引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

反向思维，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学生关注生态问题。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一节，将高温引发大火的案例改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蛩蠊的例子，给学生介绍中华蛩蠊的

基本信息，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要对不起眼的昆虫进行保护，

并打破学生对保护动物仅有大熊猫等常见物种的意识。

（2）思考讨论

新教材在旧教材的基础上，将每一栏思考讨论都加上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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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主题进行了强化。其中一个变化是在《种群的数量特征》

一节中的两个思考讨论，都增加了对“人类”的思考。建立学

生对人口现状的认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一节中，分析生态系统的结构，新

教材给出了某荒漠生态系统和某池塘生态系统后再让学生进

行分析，相较于旧教材让学生自己想象来分析具有更高的效

率。

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节中增加了“设计提高生态系

统稳定性的方案”这一思考讨论让学生能学以致用，帮助学生

进行知识的强化。

（3）图例

在旧教材的基础上对图例进行了实时更新，如《群落的结

构》一节中，对种间关系的举例增加了“原始合作”的种间关

系，对知识的科学性进行了强调。同样在本节中，将旧教材“森

林植物的分层现象”和“森林中鸟类的分层现象”融合成了一

幅图，能更加直观地表明分层结构中，每一层优势物种是什么，

从而得出动物也有分层现象这一概念。并用“退耕还林前后对

比图”代替“退耕还林条例”，给学生以视觉冲击，更能体现

出退耕还林的必要性，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课后习题

新教材的课后习题都进行了更新，分为“概念训练”和“拓

展应用”两个部分，相较于旧教材的“基础题”和“拓展题”

来说，对书本知识的考察更加明确和细致，对拓展应用的部分

也不仅局限在一方面，对开拓学生思维的作用更为明显。比如

在《种群数量的变化》一节中，概念检测从以简答题考查的形

式改为以判断题和选择题考查的形式，将知识点直接呈现，细

化知识点，帮助学生记忆。

4 研究结论

在对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后半部分）与选择性必修二

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教材的变化是伴随课标的更新而进行更新

的。新课标强调的核心素养为宗旨、内容聚焦大概念、教学过

程重实践以及学业评价促发展四个方面，新教材在旧教材的基

础上都做出了相应的更新。

（1）总体来说，新旧教材都很贴近相应课标的要求。旧

课标强调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在新课

标中的体现是“核心素养为宗旨”这一方面，都希望学生能在

学科教育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持续发展的能

力。

（2）对于新教材来说，贴近新课标中的课程理念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学生的长远发展，提倡素质教育。章末小

结明确提出学完本章内容后，需要学生在哪些方面得到发展，

就规定了学生需要掌握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掌握终身学习

的各种技能。将教材中的实例改为真实存在的情景，能让学生

了解到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对自然的情况进行了解，形成

生命观念。通过大量的思考讨论，学会思考问题，并且增加了

一些与人类相关的问题，与实际生活相关联，帮助学生建立起

关注身边的事物的意识，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思维，也培养

了学生的社会责任。并通过探究性实验，帮助学生学会探究，

能将探究的过程用于实践，与科学探究的观念紧密联系。

（3）教学内容少而精，帮助学生深刻记忆。每一个思考

讨论都加上了标题，对主题进行了强化。以及在章末小结“理

解概念”一栏，将每个概念言简意赅地分点列出，帮助学生在

复习本章知识时具有清晰的思路，方便记忆和深刻理解。

（4）强调学生主动参与，锻炼动手动脑能力。在“调查

草地中某种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探究实验中，学生从提出

问题、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到得出结论，每个过程都亲自参与，

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并能从这个探究过程中学到样方法的具体

步骤，能为自己今后深入生物学的学习打下基础。

（5）关注学生进步和多方面发展。教育不仅是促进学生

对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每节课后习题，

不仅考虑了基础知识的掌握，也要求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

进行拓展，并将旧教材中不易考查基础知识而侧重考查能力的

问题进行位置上的转移，帮助学生进行书本知识和能力拓展的

辨别。

5 教学建议

针对教材的变化，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如下：

（1）教师需要注重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比如说种群和

群落联系密切，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理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

系。

（2）做到以实例支撑概念的建构，再从概念升华到观念。

教学归根结底是要给学生树立良好的观念，以实例为基础，逐

渐引导学生进行概念的学习，最终形成学生自我观念。

（3）增加生物学拓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意识，并知道如何科学地参与环境保

护实践。

（4）合理设置一些探究活动，比如说让学生调查生活中

某些常见生物的生态位。在探究性的自主学习中，学生就能够

在问题情境中提炼出抽象概念，同时也可以建立起如何运用所

学概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5）重视教材，把握新旧教材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教

学前应把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学设计进行统一，在教学过程中

遇到问题后，要及时对教学设计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对新课标

和新教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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