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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生物教学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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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高中生来说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的黄金时期，对于外界的知识充满着渴望，有充沛的精力以及很强的学习

能力。因此，作为生物教师应当及时地认识到学生的身心发展变化，根据学生们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挖掘教材内容，

落实生物学科素养的概念，完善教育本质，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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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在我国教育领域当中的应用比较晚，教育专家

针对核心素养的研究综合了国外众多先进的学术思想，通过
对比目前我国现有的教学环境以及教育体制，认为基于核心
素养的教学体制改革可以推动我国教育的更高层次发展。所
谓核心素养其往往是通过接受专业化教育所实现的知识积累、
文化素质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涵盖了个人的品格、
思想以及情感的培养，在我国教育基础不断完善，人才素质
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核心素养成为人才发展和成长
的重要目标。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生物教学策略
（一）培养生命观念
生命观念，就是指能够应用生物理论来诊释生物现象，

而这些生物理论是己经被验证过，为科学所认可的理论。高
中学生在学习高中生物知识时，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难以理
解抽象的概念。高中生物教师要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结合具体
的案例来理解生物观念。

以引导学生学习“自交和杂交”的概念为例，很多学生
难以理解这两个概念，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微课。微
课将应用具象化的案例来呈现这两个概念：骡子亲本是马和
驴，这两种表现型不同的生物的子代只会显示出一个亲本的
性状，比如母驴和公马交配生下来的叫驴骡，它擅长奔跑，
它呈现出来的是驴的特征，这是它的显性性状；而母马和公
驴交配生下来的就是马骡，它擅长负重，它呈现出的是马的
特征，这是它的显性性状。教师通过这样的案例，能够让学
生从具象化的案例中了解抽象化的概念。当学生了解了这些
概念以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结合学过的理论知识思考：重
耳兔和大白兔交配，他们生下来的小兔子是杂交物种吗 ? 生
下来的小兔子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性状特征 ? 学生可以带着
教师设计的问题，去研究案例和理论，直至能够应用生物理
论来诊释杂交现象。
（二）培养科学探究精神
当学生具备了理性思维以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开展实验，

让学生从生物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中看到生物现象，应用理论
知识分析实验结果。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能够让学
生从实践的角度深入学习生物知识，令学生不迷信、不盲从
现有的理论知识。

比如课本上描述了孟德尔豌豆杂交实验，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思考：能否自己确定一个需要研究的项目，然后进行实
验呢 ? 学生可以以 30 颗豌豆为 1 组，共设置 A. B. C. D 4 组，
研究内容是显性基因对第五代豌豆的影响。学生可以设定为
A. B. C. D 4 组豌豆都将圆粒和皱粒进行杂交。第一代，选取
圆粒和圆粒进行杂交；第二代，再次选择圆粒和圆粒进行杂
交……学生可以观察第五代的 4 组豌豆中圆粒的种子有多少，
占比多少，4 组实验是否存在数据差异。教师在教学中，要

引导学生学会设计实验目标，即观察第五代种子的圆粒率。
设计 4 组环境相同、批次统一的实验对象，即确定实验对象，
给予相同的实验环境及实验方法。确定 4 组实验，是为了控
制实验的质量，了解在相同的环境、相同研究对象的条件下，
实验的质量是否存在差异。学生通过开展这样的研究，能够
学会结合自己的需求设计各种实验。学生可以应用实验的方
法来验证学过的理论，或者发现新的生物问题。
（三）强化社会责任感
生物是一门自然学科，这就代表着生物知识与我们实际

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想让学生深入地理解生物知识，
教师就需要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入手，让学生积极地参与社会
实践，从生活的角度对各种生物现象进行理解和分析，树立
保护环境、珍爱生命等理念，为传播科学知识而努力。

例如，在教授“抗生素的合理使用”的知识时，我们知
晓抗生素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药物，目 _ 种类非常的繁多，
抗生素对于很多疾病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是抗生素滥用
后所产生的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如过敏反应、肝肾毒性反
应、胃肠道反应、神经毒素反应等，教师可以这些生活中的
实际案例为出发点，让学生全面了解抗生素滥用所造成的危
害，知晓科学管理和使用抗生素的重要性，积极地对抗生素
科学使用的知识进行宣传，保护生命健康，增强社会责任感。
（四）培养理性思维
教师要积极建立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培养生物

思维能力。采用对话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多种策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开发学生的生物创新思维能力，帮助学生领悟高
中生物学科素养的魅力。

比如，在学习“感受器和感觉器官”相关知识时，教师
应当留出足够的时问让同学们思考，而且可以巧用对话交流，
帮助学生培养生物思维。教师提问：“内耳结构如何产生感应
传导 ? 什么叫做感应器的适应 ? 感受器与感觉器官的区别 ?”
帮助学生培养理性思维，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留
足时问让学生缓过神记笔记。通过课堂互动提升学生对生物
知识的深层含义的认知，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科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生物教师应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丰富

高中生物课程，利用核心素养教育指导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的
改革，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学生角度，鼓励学生对生物学科
进行知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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