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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养健康知识与高中生物学科密切相关，在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中蕴含着许多可渗透的营养知识。但是

在目前的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知识的相关研究不多，营养健康知识的渗透力不足，不利于

学生的健康成长。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国家、社会、学校以及学生自身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在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优势，提出了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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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tri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gh school biology, and there is much permea-
ble nutritional knowledge in the high school biology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However, in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there is not much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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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rat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and the penetration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Adolescent nutrition and 
health issues have alway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state, society, schools and students them-
sel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penetrating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penetrating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
tion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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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学科教学中融入营养健康教育的大多数研究都选择在生物学科中进行，因为生物本身就蕴藏

着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前期研究中关于生物学科教学与营养健康教育结合的具体路径、方法的研究较

少。张明智分析了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可行性，他认为我国青少年的营养状况存在很

多问题，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呈现两极化发展，高中生物学与营养健康教育密切相关，在生物学教学中

探究人们的健康养生可谓得天独厚[1]。韦雪金总结了高中生物与营养健康教育的结合点，提出了高中生

物学教学融入营养健康教育的四个教学原则：科学性原则、趣味性原则、活动性原则、教学内容与时间

合理性原则[2]。 
包玉梅通过教学实践得出结论：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教育是能够显著提高学生正确的营养

知识、健康态度和膳食行为等整体素质的有效途径[3]。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生命现象、本质和规律的科

学。研究范畴主要包括生物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发育规律、生物的物质与能量代谢、遗传变异和进化、

生物多样性、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等。其研究内容与人体结构功能、生理功能、生命健康等

直接相关；高中生物新课程标准、新教材的出台，都标志着从标准到内容的突破，更加适应新时代的需

求，也更加有利于在生物教学中渗透健康知识[4]。因此，将营养健康教育渗透于髙中生物学中是可行的。 

2.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优势 

2.1. 生物学与生活联系紧密 

教育家斐娣娜说过：“学习的目的是不断发现新问题，我们应该将生物学知识与生活、生产相联系，

把所学的基本知识服务于生活、服务于人类，才能真正体现知识的价值，并且将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生活

时，会不断产生新问题，这就是学习的目的”[5]。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营养健康、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

内容都与生物学的知识有关。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许多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大部分是能够用生物学知识来

解释的，因此，生物教师在营养方面的引导变得非常重要。要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更有

利于学生学习生物学知识[6]。在高中生物学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搜集社会热点问题、公众

关注的焦点等，将其渗透到平时的教学中，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直观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这样既可以

渗透营养健康知识，又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达到帮助学生掌握生物基础知识、树立正确营

养健康观念的目的。而且在课堂上学习到的营养健康教育知识可以直接现学现用付诸实践，比如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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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了必修一第二章第二节细胞中的无机物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开始注意体内水分的补充；在学习了

第三节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后，学生在吃早餐的频率和对早餐种类的选择情况上会有所改善。 
这些知识来自学生的现实生活，同时需要课堂中的教育活动来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科学概念。在生

物课堂引进生活中的营养热点问题或者令学生感到困惑的营养健康问题，可以帮助学生妥善解决这类问

题，做到“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2.2. 生物学教材的编排优势 

高中生物教材设计丰富：一般章节知识内容都围绕一定的主线展开，还包括了许多栏目。高中生物

学教材栏目是指排列在教材中的既相对独立又与其他栏目相互联系的信息素材，每个栏目都有各自的名

称、特点、位置、功能和独特的呈现方式，并指向不同的教学目的[7]。现行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开头

都设有“科学访谈”栏目，每一章开篇都设有一个起引领作用的“章引言”。每一节基本都设有“问题

探讨”、“本节聚焦”、“相关信息”、“思考·讨论”、“探究·实验”、“科学·技术·社会”和

“知识链接”，除此之外，还设有“科学方法”、“思维训练”、“课外制作”、“与生物学有关的职

业”、“生物科技进展”、“批判性思维”、“学科交叉”、“想象空间”等栏目，每一节后设有供学

生巩固基础知识的“练习与应用”栏目。而且每一章节末尾设有“本章小结”栏目，章后有“复习与提

高”栏目。这样的设计丰富了教材的内容，充分将生物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为渗透营养健康教育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 
首先，高中生物教材中很多内容本身就是营养健康知识，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就是一个营养健康

教育的过程。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一第二章《组成细胞的分子》包含：生物体内的微量元素和大量元素、

水和无机盐的作用、糖类和脂质的转化和功能、蛋白质的功能和形成过程等，通过教材的学习学生应该

了解哪些食物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科学搭配自己的三餐。 
其次，教师还可以通过教材的栏目来进行营养健康教育的渗透。栏目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有营养

知识、生物学实验、学科交叉知识、环保知识、医学、农业及其他生活常识。“与社会的联系”基本上

都是来源于生活实际，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生物必修一第二章第 30 页“与社会的联系”：

有 8 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环境中直接获取，叫做必需氨基酸，如赖氨酸、苯丙氨酸

等。因此，在评价各种食物中蛋白质成分的营养价值时，人们格外注重其中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

教师就可以利用这个小资料进行适当的展开，哪些食物中富含这些必需氨基酸，经常食用奶制品、肉类、

蛋类和大豆制品就基本不会缺乏必需氨基酸。一方面，增加了学生的营养知识，提高了他们辨别伪科学

的能力；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在选择早餐时增加蛋奶等富含蛋白质食物的摄入，不挑食偏食。 
综上所述，高中生物学教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性营养知识，有很多可以和营养健康知识结合的点。

为此，作为一名生物学教师，应深入挖掘相关知识点，并运用合适的教学策略，逐步引导学生进行积极

思维，提升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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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情景中为完成一定的任务，教师所采用的有特点的工作方式和教授方法，以及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学习方法的总称[8]。有著名学者研究指出：“教学方法是联结教师教育学生学的重

要纽带；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重要保障；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应用影响着教学的效果”[9]。所以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 

3.1. 故事教学法 

故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故事来完成教学和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10]。明确将故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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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是著名的英国教育家威廉史密斯教授，我国最早提出将故事运用到教学中的是陈

鹤琴先生，他认为“故事是儿童一种重要的精神粮食”。运用故事教学法要注重故事的趣味性、真实性、

方向性、教育性，故事要适当引入，谨防把课堂变成故事会，一定要围绕所讲授课程知识内容精选故事。

教师运用故事教学法教学，不仅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心理学研究认为，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

是学习的强大动力；还能启发学生自主思考，悟出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将营养健康知识以故事的形式

穿插在生物课堂中，寓教于乐，教师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展了营养健康教育的渗透，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通过“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这一节的学习，学生会知道不同生物材料中有机化合物的种类、

含量有差异，因此在日常膳食中要遵循“多样、均衡”的原则，满足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这就需要多

吃水果和蔬菜，在水果和蔬菜中维生素 C 的含量较高，这里就可以给学生讲述维生素 C 的发现故事：1519
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探险船队向太平洋进发，三个月后，有的船员牙床出血，浑身无力，到达

目的地时，随行的 200 多人只活下来 35 人。发生了这些病症，人们却找不到原因。在后来的航海探险中，

健康的船员害怕被这种未知的疾病传染，就把生病的船员抛弃在海岛上，他们靠野草充饥，几天后他们

的病不治而愈了。一直到 1747 年，英国海军军医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要求海军和远洋船队多携带水果、

蔬菜作为食物，可以预防坏血病，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坏血病。1911 年，波兰科学家丰克经过实验提取

出这种物质，人们把它命名为维生素。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不仅可以让学生认识维生素 C，还能让学

生知道维生素 C 对身体的重要性，并且还学会如何预防维生素 C 缺乏症，保持身体健康。这样的教学方

式学生既感兴趣，对知识掌握又会非常牢固。 

3.2.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旨在创建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是一种让学生逐渐

完善自身认知的教学方法[11]。案例教学能让学生参与到营养健康教育的过程中，通过思考、讨论特定问

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并挖掘自我教育潜能。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以教学目标为基础，对典型案例进

行修饰、浓缩而成的，实时新闻资源、医学知识、生物学前沿知识等均可作为案例用于生物学课堂教学

[12]。 
比如在必修一蛋白质这一节的教学中可展示案例“吊瓶班”：每年高考前夕，学生家长、学校领导

和教师都会特别注重学生的身体状态，学生自己也希望能够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战高考。调养身体状态的科

学方法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饮食规律和膳食营养均衡、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放松应试心态，从容备

考和应考。但是，有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以及部分学生家长认为，还可以给学生更多“帮助”。例如，北

京晚报曾报道，湖北某高级中学某班级利用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让学生集体输液，补充氨基酸。氨基酸注

射液主要用于治疗低蛋白症，低蛋白症可能是由于食物中蛋白质摄入不足、机体对蛋白质存在水解、吸收

障碍引起。正常情况下，食物中的蛋白质被人体消化系统中的蛋白酶水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在能量供应充

足条件下会被人体肠道吸收，进入组织细胞，合成多种具有生物学结构和功能的蛋白质，进而维持人体生

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单体，生物体中的氨基酸大约为 20 种，其中大部分种类是生物

体能够通过自身代谢活动合成的，称为非必需氨基酸，其它生物体不能自主合成的氨基酸种类合称为必需

氨基酸。就人体而言，成年人有 8 种必需氨基酸，婴儿比成年人还多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获取人

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我们要科学、均衡饮食。吃蔬菜、水果等，我们可以获得各种维生素；吃肉类、

奶类、豆类等，我们可以获得人体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所以，在身体机能健康状态下，人们只需要通过

合理饮食就能获取足够的必需氨基酸，不需要通过输液这种方式直接获取氨基酸。 

3.3. 角色扮演法 

教学中的角色扮演，是指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的需要，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依据教材扮演特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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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扮演过程中开展学习[13]。生物教学中的角色扮演，是根据生物教学中渗透营养健康教育的需要，

分析学生特点，通过收集、查阅资料，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剧本编写，结合学生特点分配饰演角色，课

后准备，然后在课堂上表演。表演时教师创造教学情景，学生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角色的

想象、感受、体验、思考与讨论，真切地感受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想要运用好角色扮演法开展教学必

须做到：剧本编写完整(巧妙设计营养健康知识渗透环节)，内容贴切生活，基于课本之上；教师要为角色

表演创设好情景；剧本的设计富有趣味性；组织过程相互合作，共同完成，顾及每一位学生，尽量满足

全体学生的需要，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进来。 
例如选择性必修 1 稳态与调节中第三章第二节“激素调节的过程”中血糖平衡的调节内容就可以运

用角色扮演法进行营养健康知识的渗透。扮演开始之前，教师要提前交代整个角色扮演的流程以及活动

需要注意的问题，确定不同学生的任务。扮演学生佩戴表明角色的标志，找到自己的位置。需要扮演的

物质有：胰岛素(1 位)、胰高血糖素(1 位)、葡萄糖(8 位)及旁白(1 位)。教师组织学生选择以上角色，帮助

他们了解角色定位和角色目标。教师将讲台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肝脏、组织细胞和脂肪细胞，对应

部分后面的黑板上分别标注名称。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首先需要创设情境，布置讲台和黑板的分区，说

明其各自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介绍扮演者。其次，在扮演过程中，不同的学生扮演不同物质，演绎出胰

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调节过程，还要配以适当的肢体表演，没有参与扮演的学生需要在旁白的引导下观

看调节过程，并思考主持人提出的相应问题。通过这种合作表演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展示自我的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创造力。在在这种愉快的扮演互动的体验中，促进了学生的思考，在无形之中帮助他

们掌握了这个动态的血糖平衡调节的过程，充分渗透了营养健康知识。 

4. 结论 

我国的中学营养健康教育发展起步较晚，生物课程与营养健康教育联系最为紧密，为营养健康教育

提供了独特的优势[14]。学校的营养健康教育对于青少年增加对营养健康方面的认识、改善其营养状况、

改变自身不健康的生活行为、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起到极其深刻的影响。2019 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蕴含

着许多可渗透的营养健康知识，教师应该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和优势，灵活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进行营养健康知识的渗透。渗透营养健康教育是全面贯彻高中新课标要求的体现，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主旨，使学生在掌握生物学科知识的同时，树立了健康的饮食观念，纠正了错误的饮食行为，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利于青少年未来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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