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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感悟
李永团

陕西省碑林教师进修学校　710048

摘　要：课程改革的核心转变是学习方式的改变。如何以“学”为主进行设计，凸显学生主体地位呢？要培养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必需面向全体学生，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经验的事例，优化整合教学资源，在重视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同

时，积极为学生搭建一个主动建构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积极倡导“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合作交流”的课堂。在《捕获光

能的色素和结构》的教学中，我做了积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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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片断：

师：我们已经推测出色素主要在叶绿体中的类囊体薄

膜上，而叶绿体又在绿叶的细胞内，那怎么把色素提取出

来呢？

生：破坏细胞、提取色素。

师：色素在什么部位？

生：色素在叶绿体类囊体薄膜上。

师：（板图植物细胞结构示意图，引导学生分析）需要破

坏细胞的哪些结构，才能让细胞中的色素暴露出来？

生：需要破坏细胞壁、细胞膜、类囊体膜。

师：如何破坏细胞呢，你有什么高招？简洁高效？

生：用酶解法可以去掉细胞壁等结构！

师：很好，那你如何做呢？

生：用纤维素酶和果胶酶处理，就能把细胞壁处理的很

干净？再用水让细胞涨破？

师：看来这位同学，前面知识学得很好，清楚知道细胞

壁的成分和酶的专一性，很好地利用了前面学习的实验方法，

值得表扬，思路清晰，想法很好，大家觉得怎么样？

生默许。

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生：破坏细胞、提取色素。

师：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用酶解法处理的话，能够有

效去除细胞壁，但我们同时又在分离色素时加入了酶（外来

物质），如何分离酶呢？在分离时能加入新“杂质”吗？

生：对呀！如何分离酶呢？

师：这个同学的思路也启示我们，在操作时，应尽可能

不加入不好分离的外来物质。

师：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师：你家是如何做蒜泥的？

生：捣碎！

师：对，专业上，叫研磨！为了更快，一般我们会加点

盐？为什么呢？

生 1：捣得更碎！
生 2：研磨充分！
师：这个方法能给你些启示吗？

生 1：我们可以借鉴这个方法，把叶片捣碎！
生 2：为了研磨充分，我们也可以加点盐！

生 3：老师刚说过最好不要加入新东西？
生 4：好分离就行，能不能加盐呢？
师：可不可以加，要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分离了？

师：我们现在理一理思路，我们如何做呢？

生：我们可以研磨使细胞破碎，简单方便。

师：好，那么研磨完后我们如何让色素和其他物质结构

分离呢？

生 1：溶解色素，过滤！
师：非常好，那就需要一种溶剂来溶解色素，科学家多

次尝试，发现丙酮、无水乙醇等有机溶剂可以溶解色素，并

对其他结构的溶解性较小，我们可以选用。

师：我们现在理一理思路，我们如何做呢？

生 1：那我们可以用研磨使细胞破碎，加丙酮溶解色素，
过滤后可以得到色素溶液。在蒸发就可得到色素了！

生 2：我们也可以加入丙酮的同时研磨，不是更快吗？
师：看来，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思路也非常清晰，知

道研磨时间越短越好！如果要在研磨时加点像盐一样使研磨

充分的物质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生 1：好分离，不溶的物质！
生 2：要坚硬的！
生 3：要便宜的！
生：……

师：很好，你们化学上有没有坚硬不溶的物质呢？

生：金刚石。

师：很好，但太贵了，其实用沙子就行，沙子的主要成

分是二氧化硅！

师：在注意，研磨时还可以加一点保护色素的物质（碳

酸钙）就更好了！

师：我们在理一理思路，小结下我们如何做呢？

生：小结实验思路。

师：我们在操作时，都加入了什么物质，它们起什么作

用呢？

生：丙酮——溶解色素的溶剂；二氧化硅——使研磨充

分；碳酸钙——保护色素。

师：因为研磨对色素有伤害，所以我们研磨一定要快速。

下面，请大家阅读实验内容，小结实验原理、方法和主

要步骤。看一看科学家是如何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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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实践，要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应做到：

1. 以问题串引发学习兴趣，引起质疑。
教学过程要设置好问题串，层层展开，层层递进，让新

知识的形成建立在激活旧知识经验、并用质疑使学生重构经

验，在不断分析讨论中建构重要概念。

2. 以思维链引导得出结论，科学实证。
生物学的教学就是实验的教学过程，用科学的思维链条

引导学生进行解决问题的思路梳理，在交流中，不断尝试用

实证（实验现象）来说明、解释，使问题得以解决，得出结

论而不是直接让学生记住结论。在概念教学中，教师针对概

念，积极为学生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感悟、体会，

习得概念，而不是讲授概念。

3. 以科学史培养科学思维，建构概念。
用科学家的经典实验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学习科学的

研究方法，梳理理性的思维过程，在学习、分析、设计、改

进和完善实验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建构概念，并学会科学地

评价自己。因此，教师是概念教学的引导者、参与者和辅助

者，学生才是概念学习的主体。

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以“自主探究”为主线，凸显学

生“学”的主体地位和教师“导”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合理

优化课程资源，有效利用教材、结合媒体的辅助，为学生的

学习创设情境；通过提问，唤醒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新

知识的形成奠定基础。及时提供帮助，增加概念教学的直观

性和互动性，从而使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基础上积极参与、

合作体悟中习得概念，同时提高学生生物学素养和学习能力；

积极引导学生用自主感悟、合作探究、观察分析、对比类比、

合作交流等学习方法完成学习任务，提升学科核心素养，真

正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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