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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励志教育与高中生物教学有机整合的尝试 
◆裘杭波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浙江温州  325000） 

 
励志教育，是应用教育心理学、教育激励学、激发和唤醒学

生内动力，使学生从"被成长"中产生生命自觉，让学生用自己的
力 量 成 长 ， 终 达 到 成 人 成 才 的 目 的                                                                     
的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版）指出，学习生物学是每个
公民不可或缺的教育经历，其学习的成果是公民素养的基本组
成。本课程以提高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为宗旨的学科课程，
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
体。这一改革的出发点与励志教育的主要内涵是不谋而合的，且
生物学科教学过程中有很多的素材适宜进行励志教育，因此，在
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励志教育无疑是对生物课程改革有很好的推
动作用。 

一、利用学科知识，渗透励志教育 
在学习减数分裂的相关知识时，老师可以和学生以人类为例

一起讨论一下减数分裂的意义，在仅考虑非同源染色体的自由组
合，男性可产生 223 种精子，女性可产生 223 种卵细胞，精子与
卵子随机结合，就可形成 246 种不同遗传类型的后代，每个生命
的诞生概率都是亿万分之一。我们是那亿万分之一中 优秀、
强大的那一个。我们来得如此不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 疑自
己的能力？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生命呢？是做
一名自怨自艾、违法犯罪甚至自寻短见的人，还是做一名为社会
的造福人类，关注社会议题，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形成生 意识，参与社会环境保护实践，崇尚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健康中国的促进者和实践者，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为人类、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作出
巨大贡献的人呢？ 

二、利用学科史实，渗透励志教育 
科学史不仅可以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过度，了解知识体系的

完整结构、发展的前因后果，使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
的方法，而且科学家的经历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励志因素，提高
学习兴趣，渗透人文教育，学习科学家的献身精神。 

譬如，以孟德尔的生平事迹为例，阐述一下如何进行励志教
育。笔者先给学生介绍孟德尔的生平。介绍完孟德尔的生平后，
我问学生从中获得了什么启示。让学生以 4 人小组为单位讨论，
派代表进行发扬，其他组补充评价。学生的观点主要有：①知识

改变命运，孟德尔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但他并没有放弃
对人生的追求；②兴趣是 好的老师，八年耕耘源于对科学的痴
迷，一畦畦豌豆蕴藏遗传的秘密，实验设计开辟了研究的新路，
数学统计揭示出遗传的规律，孟德尔从小的兴趣为他一生的奋斗
奠定了基础；③追求真理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孟德尔遇到过很
多的困难，他的论文发表后也并未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但他去从
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通过这样的讨论，相信学生对成功的要素
有乐更为深入的认识。高中生物教学中，类似的励志实例还有很
多很多，如果我们能紧密联系教学内容，同时穿插相关的科学史，
学生能对人生的意义和成功的要素有更为深入的思考。 

三、利用教学手段，渗透励志教育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途径可以

渗透励志教育。比如我们每堂课的学案的页眉或者页脚部分，就
可以插入一些励志的话：比如“不要抱怨生活这么艰辛，不要
疑自己，多年前的那场游泳比赛，几亿个精子你都拿第一，还有
什么可后怕的！”。"人生的痛苦有聚变，裂变，衰变，但绝对没
有永恒的不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知识像树突般丰富，答题如神经调节般准确，学霸型递质
充分释放，满分受体遍布全身，摄食书本，同化知识，“生”出
满分，转运果赢！”同样的内容我还会穿插在课件上等 

四、利用评价机制，渗透励志教育 
首先，教师在课堂上要注重过程性评价，及时关注各小组的

讨论结果，并由小组代表阐述结果，小组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合，
及时发现并解决课堂中的即设问题和生成问题；其次，教师在课
堂上要注重终结性评价，通过课后练习，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情
况；第三，要充分利用好学业质量水平和考试评价，根据浙江选
考科目可以考两次的特点，可以将 2018 年 11 月生物选考中表现
突出的同学，如 100 分，97 分以及分数进步明显的同学，成绩
揭晓后让他们在课堂上分享交流学习的方法、心得、学习过程中
的艰辛历程，以学生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其他学生，通过过程性评
价、终结性评价、学业水平考试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作用、
激励作用和促进作用，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改进学习
方式，为继续学习和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