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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教学中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是生

物学核心素养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能力。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果对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具有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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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nsity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subject core literacy in teaching.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inquiry ar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biology and are key abilities tha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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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hav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202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will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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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0 月 3 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 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生物学家、进

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以表彰他在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

献。帕博的开创性研究催生了一门全新的科学学科——古基因组学，通过揭示现代人与已灭绝的原始人

类的基因差异，为探索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独特的人类奠定了基础[1]。帕博的研究是科学工作者的科学思

维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不断摩擦出火花的成果，为探究人类起源与迁徙、文明传播与碰撞、重大历史事件

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方法。 
因此，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以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宗旨，结合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成就，着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新课改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影响，还要重视与生命科学有关的突

出成就及热点问题。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帕博研究古基因组学的成就对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有重大启示。 

2. 渗透科学史教育，培养学生科学态度 

青少年时期的帕博十分迷恋古埃及的历史文化，并想成为一名埃及古文物学者。在从事古 DNA 研究

之前，帕博在乌普萨拉大学学医，加入当时掌握重组 DNA 技术(基因工程)的彼尔•帕特森实验室。基于

丰富的生物医学知识和掌握的 DNA 重组技术加上对古埃及的兴趣，让帕博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项技

术能否测序现代人、动物的 DNA 和埃及木乃伊的 DNA？能否对古埃及木乃伊进行 DNA 测序？是否通

过研究古 DNA 序列，从而阐明古埃及人之间与现代人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他查阅相关资料，但并没

有发现任何关于从古代材料中获取 DNA 的报告。掌握探究 DNA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他决定开展实验，由

于无法取得木乃伊样本，他用牛肝模仿木乃伊进行实验，把牛肝封存在实验室烤箱加热到 50 摄氏度让其

木乃伊化，并成功提取到 DNA，这让他相信能够从木乃伊中提取 DNA。随后帕博从一具 2400 年前的木

乃伊的断裂处取了一小块肌肉组织，并进行成功提取 DNA，这是人类第一次从两千多年的遗体中分离出

DNA [2]。随着多聚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和第一台商业化 PCR 仪的出现，使扩增古代人类材料中微量

DNA 变为可能，他决定放弃具有无限前途的医学职业生涯，投身于人类演化史的研究。1996 年，他建立

起系统的古 DNA 提取和扩增流程，并转向研究古人类遗骸 DNA；同年帕博团队获得第一个远古人类尼

安德特人的线粒体 DNA 序列；2009 年，已初步完成超过 30 亿碱基对序列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2]，这个

科学项目的完成使人们对现代人进化史有了新的认识。  
帕博作为古人类 DNA 的开拓者和亲历者之一，从其研究古基因组学的科学史中可知生物学发展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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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包含探索生物世界的科学史实、揭示人类进化发展的谜团，还有在应用方面形成的相关科学概念、

事实依据、原理、技术等知识，同时反映了科研工作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不畏困难、坚持不懈、实事求

是的生物学思想和精神。将诺贝尔奖作为素材融合到生物学教学中，带领学生在科学史中思考，感受生

命的真谛，让学生获得生物学基础知识，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技能，同时学习科学家们锲而不舍、实

事求是的科研精神，从而升华自身情感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的科学精神。因此教师在展开教学前，

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学生学习情况思考如何挖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科学史知识融入教学。 
例如高中生物人教版选择性必修 3 生物技术与工程第 3 章第 1 节重组 DNA 技术的基本工具和第 2

节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程序，这两节内容着重介绍重组 DNA 技术和 PCR 技术，因此结合帕博利用重组

DNA技术和 PCR 技术研究尼安德特人 DNA 的科学实验过程作为教学素材讲述这两种技术是如何应用于

科学研究中。 

3. 尊重事实证据，训练批判性思维 

尊重事实证据是科学思维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显著特点。事实是指运用科学方法查阅搜集资料，并能

准确表述科学事实；证据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用来作出判断的事实依据[3]。批判性思维是包括阐述、

分析、推理、综合、评价、判断等多种思维技能[4]，强调在思考过程中始终保持理性态度，在面对某一

现象或结果时，不主观臆断、不轻易下结论或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冷静客观分析、实事求是的论

证[5]。 
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其中一种，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很多诺贝尔奖成就的渊

缘离不开质疑，如 202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帕博对《自然》和《科学》发表的有关几百万年前

生物的 DNA 论文提出质疑，他从化学角度分析，提取到的 DNA 是遭到污染的 DNA。他坚信这不是科

学研究，而是一种极不严谨的论文和实验结果[2]。帕博和团队经过研究建立起系统的古 DNA 提取和扩

增流程，并通过施行严格的“可靠性准则”，避免了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发生的外源 DNA 污染[6]。由此

可见，质疑不是简单的挑错和否定，而是基于一定的事实证据和严密的思维逻辑，有理有据的质疑。 
高中生是一个个独立的有自己思考判断的个体，但由于身心还处在发展阶段及尚未有任何社会阅历

的经历，受认知水平的限制，其思维的批判性、全面性等品质较片面，对客观事物缺乏辩证认识，不敢

对权威提出质疑。学生认为教材上的内容、科学家的观点和教师的话语等是权威知识，通常都是全盘接

受，并未加以批判性的思维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因为批判性思维具有严谨性与批判性能使学生像科

学家进行理性思考，学生在批判性的接受知识的过程中理清知识间的逻辑关系，客观辩证地看待事物本

质，为其终身学习奠定基础[7]。因此，要注重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行加强针对的训练。最终能让学生

在面对某一观点或结果时，要在尊重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出观点和结论，同时要及时掌

握最新的事实证据对已有结论提出质疑和批判[8]。 

4. 开展实验教学，提升探究合作意识 

任何科学研究都不是与世隔绝、特立独行的进行，而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团队合作的进行实验

探究。帕博的科研事业是建立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他受邀组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演化人类研究所，这

是一所古生物学家、语言学家、灵长动物学家、心理学家和遗传学家共同协作的跨学科的研究所，大家

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共同克服重重困难。如当时技术有限，不易从骨骸中提取 DNA，他和马蒂亚斯共

同努力改进了提取方法——二氧化硅提取法，该法虽费力，但很有效的解决了提取 DNA 不易的问题[2]。
团队合作的力量有力得推动了帕博的人类进化实验研究。 

掌握科学探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善于团队合作是新课标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而实验课通常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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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探究事物本质、掌握技能操作的重要途经。生物实验是一种严谨的探究合作学习的

方式，在进行生物实验教学前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同时要鼓励学生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细致观察实验

时产生的各种现象并积极思考，提出问题并交流讨论，进而查阅相关资料设计探究方案，动手去操作，

寻找解决办法，得出可行的结论，最后每个学习小组比较实验成果分享学习收获。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增加学生的探究意识，更是能体会合作的带来的力量。 

5. 感悟创新力量，增强创新意识 

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

氛围[9]。可见，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诺贝尔奖的获得离不开“创新”二字。古基因组的研究离不开测序技术的创新发展，测序技术的创

新——第二代测序技术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古 DNA 数量，并较好识别外源 DNA 污染。帕博得益于这种

技术的产生和创新，以测序手段为主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了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

已灭绝的近亲，建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古基因组学，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好了解人类进化和迁徙的广

泛而独特的资源[10]。生物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实践性，作为一门探索生物奥秘的学科，是人们

借助当前在生物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对未知生物领域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把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应

用于教学中，让学生感受创新力量，激发学生对生物探索和实践的兴趣，增强其创新意识，形成创新思

维，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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