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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高中与大学生物学课程的衔接问题研究 
◆魏建慧 

（北京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集宁附属中学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012000） 

 
摘要：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新课程教学标准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强调

引起了高中生物学教师的重视。高中生物学作为一门理科学科，其有益

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且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强调高中与大学生物

学课程的教育衔接，但当前高中与大学生物学的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及

培养目标等存在较大差异，使二者的教育衔接问题较大。本文主要探析

高中与大学生物学课程的衔接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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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改下的高中生物教学不仅提升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也促使学生联系学习与生活，提高其知识实践能力。近年来，
多数学者、教授注重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并强调大学生
物学课程是高中生物教学的拓展，但其忽略了高中与大学生物教
学目标、教学方法等内容的差异，若强行进行教育衔接，容易降
低学习效率与教学质量。对此，高校教师要综合分析高中与大学
生物学的教材内容、教学目标等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创新教学
方法，实现教育衔接。 

一、高中与大学生物学课程的衔接问题 
（一）教材内容衔接问题 
高中生物学的教材内容主要包括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动物、

植物生理学、生物实验教学等内容，其涉及的领域较广泛，难度
与深度较中学教学有所增加。遗传与进化教学中对学生定量计算
有较高要求。而大学教材内容不仅包含高中生物学知识，同时对
其实现了系统性扩展，内容更加深入、教学范围更加广泛。但两
个学段的知识存在循序渐进的关系，教学中高校教师需对重合的
部分进行深入讲解，以此激发学生兴趣。但当前部分高校教师仅
对重合的内容进行简单重复，知识迁移性的缺失致使学生缺乏学
习动机，降低了教育衔接的教学质量。 

（二）教学目标衔接问题 
新课改下高中生物学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生物核

心素养，即提高学生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通过独
立学习与实践活动相结合提升学生的生物应用能力，并使其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态度，因此高中教学多注重学生基础知识
与技能的提升。而大学生物学的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深入探讨知
识提升学生的学科创新意识和生物学思维能力，实现学生的全面
发展，并为社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二者教学目标存在差异，
教育衔接中部分教师未正确认识教学目标的差异，课堂中未对重
合知识进行螺旋递增式讲解，且忽略重合部分知识的冲突，致使
学生对生物学学习兴趣减弱。 

（三）教学方法衔接问题 
高中生物学以教授基础知识与技能为核心，其内容少课时

多，教师多通过试验法、讨论法及探究法等讲解生物知识，师生
互动较多，且教学内容详细，突出重难点。而大学教学则相反，
教学内容多、课时少、知识点复杂，且教师多通过多媒体进行单
边式教学，师生互动较少，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多通过自学
完成。同时实际教学中，教师忽略学生的高中生物学习方法，对
各年级学生均使用单边教学法，致使大一新生学习中无法跟随教
师思维掌握知识，易挫伤其学习积极性。 

（四）学习方法衔接问题 
现阶段我国高中生物教育仍通过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评价，

教学中教师详细讲解重难点知识后通过各种类型的习题培养学
生的解题思维及速度，学生被动学习，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大，自
主学习思维仍停留在练题阶段。而大学生物学的教学内容较多且
知识较复杂，教学中教师无法对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因此需要学
生进行课前预习。课堂中通过解决问题掌握知识，且课下学生需
要借助图书馆资料进行知识的自主学习，使教育衔接过程中大一
新生无法主动查阅资料深入学习生物学知识，课堂学习效率低
下。同时学生对大学生物学认识不足，认为其理论性知识较重要，

考试前期突击背诵便可，缺乏学习动机。 
二、大学生物学课程衔接优化策略 
教师与学生作为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优化大学

生物学课程衔接，教师就要全面了解高中生物学教学方法、人才
培养目标及学生学习方法的不同，全面转变自身的教学思维与教
学方法。通过循序渐进式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也要正确
认识大学生物学，转变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 

（一）教师方面 
针对当前高中与大学生物学课程衔接问题，教师要通过自主

学习与进修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掌握广博的通用知识，并在实
践教学中总结问题积累经验。同时全面了解高中教学内容与方
法，寻找教学内容的衔接点与冲突点，进一步整合教学资源，构
建科学有效的教学体系。实际教学中以高中重合性知识为基础逐
渐增进知识的深度，针对 DNA 复制教学中存在的冲突性知识，
教师要重点讲解不同复制情况产生的原因，帮助学生全面掌握遗
传学知识。此外，注重教学方法的衔接，以学生为中心了解其学
习方法，大一教学中适当放慢教学节奏，通过驱动式教学法引导
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与课后学习，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引进典型问
题，并通过师生、生生互动帮助学生适应新型教学方法，掌握重
难点知识，促使其正确认识大学生物学课程，激发其学习兴趣。 

（二）学生方面 
大学生物学课程学习中，学生要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提升对

大学生活的适应能力，步入大学后需了解大学教学方式与高中学
习的不同，为自身确立发展目标，同时增强自身独立学习的能力。
面对众多诱惑始终保持理性思维，并加强约束能力。此外，及时
与教师交流沟通，了解教师的教学方法，在此基础上转变自身的
学习方法，课前主动借助教材及互联网等预习教学内容，并在学
习中感受高中与大学生物学知识的重合与冲突点，记录学习问
题。课堂中结合问题了解知识，并做好课堂记录，课下有效利用
图书馆馆藏资源及互联网共享资源进一步深入研究生物学知识，
增强自身的专业水平，提升科学创新能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下高中与大学生物学课程的教材内容、教

学方法、学习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其教育衔接问题重重，
并降低了大学生物学教学质量。对此，大学生物学教师应全面了
解当前高中生物教学，在此基础上转变教学思维与方法，学生也
要转变学习方法，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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