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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学校教育越来越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而在高中生物学学科领

域中，生命观念是其特有的核心素养，因此，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生命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

要从生命观念的四个方面，阐述了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生命观念的方法策略，旨在为一线生物学教

师提供一定的教学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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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education concept, school education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in the field of high school biol-
ogy, the concept of life is its unique core literacy,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con-
cept of life into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bi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thods and strate-
gies for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life into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from four aspects, aiming 
to provide some teaching ideas for front-line biology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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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为了学生的终生发展，越来越提倡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学。《普通高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为《新课标》)于 2017 年正式颁布，将生物学核心素养确立为了

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四个方面，它们彼此之间独立又相互联系，而在这四方面中，

生命观念体现出了生物学独特的学科特点。因此，教师应在高中生物学课堂教学中采取一系列策略，融

入生命观念以实现学生的终生发展。 

2. 生命观念的概念界定 

《新课标》中强调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即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素养[1]，旨在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2]。其包含了两个方面，即“认知性素养”和“非认知性素养”[3]。而在该背景

下，提出的蕴含在核心素养中的“生命观念”是生物学学科特有的核心素养，是对生命现象和生命本质

的纵观性认识和理解，包括生物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能够反映出生物学学科的本质规律、基

本原理和重要思想。其内涵包括结构与功能观、物质与能量观、进化与适应观、稳态与平衡观等。刘恩

山教授认为，树立生命观念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自然观与世界观[4]。培养具有生命观念的人以解决生

产生活中与生物相关的实际问题从而承担社会责任，是生物学教学的终极目标。 

3.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生命观念的意义 

《新课标》明确了中学阶段学生发展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生命观念作为生物学教学中必须

培养的重点素养，有别于其他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特色，是生物学学科素养的基石和象征。该素养的

形成，需要从具体的生物学事实出发，学生学习和建构概念，形成观点，内化和理解，进而形成生命观

念。 
而今，从高中生物学的教学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生物学知识的理解较为浅薄和单一，高中

生物学教师在讲解课本知识的同时，应鼓励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内涵和意义，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积

极渗透和体现生命观念，让学生正确理解科学的机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学生的人生观尚未完

全形成，容易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稍有疏忽学生就会被错误概念误导，因此，亵渎生命的学生不在少

数，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学生不了解生命的理念和价值，如果他们充分理解生命的真谛，就不会对生

命产生亵渎。因此，高中生物学教师应该将生命观念融入教学中，让学生对生命有科学且深刻的理解，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4.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生命观念的策略 

4.1. 利用模型，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结构与功能观 

“结构与功能观”是生命观念中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观点将微观结构与宏观功能相联系，体现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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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涵：其一，物质的结构决定功能；其二，结构与功能相适应。通过运用模型的方式进行教学，

化微观为宏观，有助于学生形成感性认识，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深入理解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构建起结构与功能观。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生活中的模型”，例如生鸡蛋，来使学生体会细胞膜是细胞的边界；运用模

型教具向学生展示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结构能实现细胞膜的哪些功能；运用流动镶

嵌模型，层层深入地向学生展示蛋白质在磷脂双分子层中的分布情况，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结构使得细

胞膜具备了哪些功能。 
再例如，可以运用物理模型来学习 ATP 的结构，以被压缩的弹簧具有较高的弹性势能来帮助学生理

解“特殊的磷酸键”具有较高的能量，与被压缩的弹簧相连的乒乓球具有被弹出去的趋势，来模拟最外

端的磷酸分子具有离开而与其他分子相结合的趋势，由此，当用一把剪刀剪开弹簧时，乒乓球就会由于

弹性势能而被弹出去，该过程就向学生展示出了“特殊的磷酸键”断开，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而最外端

磷酸分子就会挟能量脱落，从而实现 ATP 为细胞的生命活动直接提供能量这一功能。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其中的结构与功能观，利用模型教具，将微观的结构转化为可见、

可感受的模型，帮助学生树立起该生命观念。 

4.2. 运用模式图，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物质与能量观 

在自然界中，物质与能量始终是守恒的，其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生命活动的进行既有物

质的作用也有能量的参与。细胞中的化学反应包括了吸能反应与放能反应，对应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

其中不仅有物质的变化，也伴随着能量的吸收与释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融入物质与能量观，有助于学

生形成科学思维，用理性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理解生产生活中的生命现象。模式图是一种化抽象为具

体的图示，其能直观地展现出图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即能形象地展现出“物质”与“能量”的“伴随”

关系。因此，教师可以通过画模式图的方式向学生展示物质与能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学生在知识框架

中自主地构建出物质与能量观。 
例如，光合作用的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步进行，首先，在光反应中，经过水的光解，水分子分解产

生氧气并释放能量，在这一过程中太阳能转化为了化学能；在暗反应中，水的光解释放出的活跃的能量

推动暗反应产生有机物，并最终将活跃的化学能储存在有机物中形成稳定的化学能。因此，在学习“光

合作用”一节时，教师可以通过一步步展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过程模式图，引导学生回答出每一个过

程中物质的合成与能量的转化，从而从宏观上把握光合作用的本质：在物质合成上，运用无机物合成了

有机物，同时，存在着能量的转化，即太阳能转化为活跃的化学能最终转化为储存在有机物中的稳定的

化学能。在课堂结束时，通过回顾模式图，“物质”与“能量”双线并驱，引导学生自主地构建起物质

与能量观。 
再例如，学习“生态系统的功能”时，可以将模式图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功能一：能量流动”与

“功能二：物质循环”，这两部分内容在教材中先后呈现，教师在引导学生分别学习完这两大功能后，

及时展开对二者关系的学习，发现物质与能量的联系与区别，逐步形成“能量是物质变化的动力，物质

是能量流动的载体”这一观念。 

4.3. 引入事实性知识，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进化与适应观 

“进化与适应观”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其中，进化是指在自然界中，生物都是不断进化的，现

有的所有生物之间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其进化的大致过程是从水生到陆生，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适应包括了两个含义，其一是结构与功能相适应，其二是生物与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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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种观念具有很强的事实性，因此，基于事实性知识来构建进化与适应观，能够在高中生物教学

中有机地融入该生命观念。 
例如，在学习“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结构时，可以补充拓展内共生学说；在学习“细胞呼吸”

这一节时，可以引入“最初地球并没有氧气，因此当时所有的生物只进行无氧呼吸”这一事实性知识，

进而过渡到无氧呼吸的学习中。后来由于“蓝藻”这一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并产生氧气的生物的出现，地

球上开始有氧气的存在，生物与环境相适应，因此进化出了可以进行有氧呼吸的生物。 

4.4. 创设情境，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稳态与平衡观 

“稳态与平衡观”是指生命系统是一个复杂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和平衡的系统，其中，生命系统的

平衡是需要不断变化的。由于该观念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生活中的真实情

境融入到稳态与平衡观的培养中，以此来引发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 
例如，在学习“血糖平衡的调节”一节时，教师首先创设一个情境：“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在进行比

赛时会不断地消耗血糖，但在这个过程中测定该运动员不同时刻的血糖含量，却发现其始终保持一个相

对稳定的数值，由此可以推断出什么，如何解释这一推断？”血糖在被消耗，但其含量仍保持相对稳定，

这说明血糖会得到补充，从而进入“胰岛 A 细胞会分泌胰高血糖素使血糖浓度升高”的学习；教师再创

设情境：“人们在进食后，血糖的含量在短时间内会上升，但一段时间后即可恢复正常，这是为什么？”

血糖升高时，会刺激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以此来调节血糖使其含量减少从而恢复到正常标准的含量，

借助这两个有关血糖平衡调节的情境，使学生深入理解了人体水平的“稳态与平衡观”。 
再例如，出生率与死亡率共同影响着种群密度，学习“种群的特征”时，教师提出问题：“在医疗

技术日益发达的时期，为什么需要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而在老龄化趋势显著的时期，国家为什么要开

放二孩政策？”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如何优化人口结构”从而构建起种群水平的“稳

态与平衡观”。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融入生命观念，需要借助多种教学手段使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并

且该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教师在理解何为生命观念以及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的基础上，循循善诱，

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生命观念，为今后的终生学习、终生发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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