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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渗透挫折教育——以高中生物为例 
◆赵  霞 

（四川省眉山车城中学  四川眉山  620039）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之后核心素养的理念被提出来，核心素养对学生的

思想和行为进行衡量，让学生能够在学习中逐渐的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能力，学生只有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具备科学的学习精神才可

以不断的创新才可以有思维的创新力，也才能够优化生物学科的学习方

法，增强自我感知力，强化对困难的战胜力量。在此本文对核心素养的

背景下渗透挫折教育——以高中生物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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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术语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更是对生命现象还
有生命规律的研究，中学生物课堂教学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增强
学生的学科探究精神和学科探究能力，让学生在生物学习中逐渐
的形成社会责任感，具备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能够重新认
识生命、认识生活，敬畏生命，培养起自身的品格和能力，战胜
困难，领悟学习的精髓。 

一、高中生物课堂对学生进行挫败教育的必要性 
在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并且课

业繁重因此可能产生不同的心理问题甚至在学习上还可能遇到
挫败感，若是学生承受不了挫折势必可能产生的后果令人担忧。
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很多都是独生子
女，养尊处优的环境让学生很少面对困难，另外家长对孩子具有
较高的期望值，在这样的希望之下将会给孩子传输更多的精神压
力，在过重的压力之下学生无处排解，内心也十分脆弱，遇到小
小的困难就无能为力，挫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高中教师不仅仅是
知识的传输者，更需要进行学生内心的疏导，给学生更多的心理
暗示和学科教学的渗透，学生不仅仅能够在学科学习中提升自身
素养还能够更好的让自己面对学习中、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难，进
而解决自己人生中后期遇到的大困难，成为学习的强者也成为生
活的强者。 

二、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渗透挫折教育——以高中生物为例 
（一）通过课堂生物教学，教会学生勇敢面对困难 
高中生物学科素养中先提到的就是生命观念，所谓的生命观

念就是在观察到生命现象以及其内部相互关系的特点之后产生
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生物学科学习中教师应该给学生创建机会
让学生去理解生物的概念，在概念基础上形成生命理念。例如生
物的结构和功能、生物的进化和适应，生物的稳定形态和平衡性
以及物质和能量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进行生命观的建立也能够解
释一些生命现象。而生命理念可以让学生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
的时候看到小生物是如何真爱生命，珍惜生命，如何在生命面前
和一切困难作斗争的，这样再去代换成自己，对于困难和挫折将
会有重新的认识。每一个生命物种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己的挫
折，教师课堂教学中可以结合着生物进化的相关知识教会学生勇
敢的面对挫折。一个人 大的优点就是在遇到困难和险阻面前能
够百折不挠，具有坚强的信念，遇到失败也可以重新振作，扼住
命运的喉咙，这才能够让挫折和困难成为自己成长道路上的宏伟
交响曲[1]。 

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现代生物进化论”的过程中，学科
知识教学目标是学生能阐明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现代生物
进化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教学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生物是
进化来的”、“生物的进化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思想观念，帮助学
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树立起不怕困难勇敢面对的生命
理念。据估计，曾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生物种数可能多达 5 亿-10
亿。这么多的生物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一批又
一批地踏上地球，又远离地球走向死亡，进行着自然界的新陈代
谢，这就是生物的进化。那么进化就会有消亡，有新生，这些新
生物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险阻他们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成为地
球上生存至今的生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
可以学会任务物种的产生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此要学会面对
困难和解决问题，才可以称为 后的胜利者[2]。 

（二）通过生物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学生具备了社会责任感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待自己，生物学

科教学中的社会责任感主要是生物学的认识和个人与社会事务
的讨论，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尝试着去使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问题。学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社会议题，并且参与到
讨论当中辨别伪科学和迷信说法，向自己与家人或者社会上的其
他人员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关爱生命的理念。那么教师在生物
学科教学中，可以通过材料分析、提问、情境创设、探究分析合
作等等方式让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更强烈，去培养学生的集体意
识、集体理念。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富有丰富的资源，可以给学
生做挫折教育，也能够给挫折教育提供更多的条件[3]。 

例如，教师在带领学生学习豌豆杂交实验的过程中，选择自
花传粉和闭花授粉的豌豆，并且做好统计学分析，做好科学的实
验设计。教师给学生渗透生物学科历史，孟德尔的基因分离定律
研究并不是一个实验能够得出的成果，而是经历万难险阻，使用
八年时间研究出来的实验结论，后来运用在社会发展中，这种锲
而不舍，不怕失败甘愿为社会发展牺牲时间与自我的人是 值得
敬佩的，因此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树立起这样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
神，学生在生活中可以勇敢的面对挫折，战胜挫折。通过名人榜
样的力量以及优秀品质可以给学生传输更多的有效精神，让学生
去效仿，也能够使自己主见的建立起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学习
和生活百折不挠[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渗透挫折教育——以高

中生物为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核心素养教学是新课程教学改革
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教师要关注在课堂上核心素养的
渗透，另外还需要对学生做好心理疏导和挫败教育，让学生的心
理更为健康，面对困难也能够勇敢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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