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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融入思政理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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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在学科教学中有效实施思政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已成为共识。然而，高中生物教学中思政教育轻描

淡写、空喊口号，甚至忽略等问题仍普遍存在。高中学生已步入青春期，自我意识渐强，个性初显，对事物缺乏全面客观的

认识，但多坚持己见不易被影响，对教师的简单说教更有排斥心理。如何在生物教学中科学渗透思政教育，实现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成为教学研究的关键问题。鉴于此，本文对高中生物教学中思政理念的融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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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植入 课程思政理念，可以以深挖学科
的内在知识，并以此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完善生物学科的
教学体系。

一、生物课堂中的思政教育方向
（一）针对我国基本环境国情教学
中国人口基数大，国土资源平均分配后人均水平处于世

界中等层次，例如平均土地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土地资源的
33%，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为 44%，森林绿植资源为 21%。
因此，生物课堂中的思政教育应当具备环境保护方向的教学。
教师在课堂中可以利用高中生对世界绿色生态的探究心理，
将基础课本中的植物知识与国家生态保护国情相结合，让他
们认识到我国对农业耕地保护的决心和必要性，以及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
（二）加强学生的国家自豪感
我国地大物博，动物与植物等生态资源富足、古代以及

现代基础生物学成就显著、农业与畜牧业技术高度发达，这
此均能成为高中生物教师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素材，
这样可以将国家民族思政教育融入 生物学课堂中。另外，将
爱国教学与基础生物知识点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爱国情结，
可以有利于国家推进红色教育。
（三）推进动手能力思政实践
在生物基础科学的学习中，动手实践是了解知识点以及

巩固科学逻辑思想的有效途径。高中生物教师可以通过课堂
拓展实践的方式，例如组织参观当地农田、畜牧养殖场、温
室大棚种植园等区域，教导学生动手参与田间活动、放牛养
鸡等农业实验，从而对他们的基础生物知识进行训练，并提
高他们对食物来之不易的思政思考认识利用这种拓展课外实
践，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前沿生物科学生产的关注，从而激
发他们为社会做贡献的决心，落实思政教育工作。

二、高中生物教学中思政理念的融入路径
（一）增强环保意识
环境问题一直被全世界共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而生物学科与自然环境密切
相关。在高中生物学科的学习中，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帮助学
生树立环保意识，激发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例如，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稳定性”及“生态环境
的保护”两章中，教师可指出我国乃至全世界各国现阶段存
在的各种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
化、森林面积减少、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
破坏、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教师可列举一些新闻
报道，展示一些触口惊心的图片以及数据，让学生对这些问
题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进行分析，引导学生关注生态
伦理道德。如，我国在青藏铁路施工期间，为了不影响藏羚
羊等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在路基修建上专门为它们设计了

涵洞。在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中，考虑到大坝建设将破坏中
华鲜的生殖迁移，为此专门成立了长江中华鲜繁殖研究所。
中国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仍然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既能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加强学生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教育，帮
助学生树立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培养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反映科学发展内在要求并体现在科学工作者

身上的一种工作状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严谨、务
实、理性执着的态度，追求真理、敢于质疑的创造性思维以
及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无一不是学生学习的典范。
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生物科学史或实验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可
以引导学生尊重科学、坚持真理，帮助其树立崇高的精神
信仰。

例如，在讲“杂交水稻”时，教师可给学生拓展“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袁隆平的研
究成果救活了中国亿万人民，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做出了杰
出贡献，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
之父”。但是，当袁隆平面对众多国外的邀约时，他却说“我
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价值在中国才能真正得到
体现。”学生可以从中感受到袁隆平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此外，教材中还有很多隐藏的事例，教师可根据必修一
第一章第一节的问题（病毒是生物吗 ?病毒与动植物这些生物
有什么不同 ?病毒如何生存和繁殖 ?）引导学生探讨 2003年的
SARS病毒和 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疫情期间全国人民
的众志成城体现出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强化生命观念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其内涵

彰显出生物学科与生命健康教育息息相关。教师需要根据高
中生物课程的内容体系，挖掘出与生命健康相关的内容并构
建生命健康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正确认知生命的诞生、
生长、发育、变异、衰老及死亡，对生命呈现出珍爱、敬畏、
尊重和保护之心，从而由个人到他人、由学校到社会地都来
关注并重视生命健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学生成为健
康中国的敦行者与促进者。

三、结语
高中生物学教师要善于挖掘其课程思政的切入点，注意

情感的熏陶、态度的引领及价值观的导向，建立科学的课程
思政体系，才能确保“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培养出社会主
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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