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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所有为教材建设作出贡献的各
位老师！位老师！



1 高中生物学教材修订进展
科研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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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反复打磨



教材编写建立在科学研
究的基础上科研先行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
教科书整理与研究。

国家教育规划十一五规划课题：新

科研先行

国家教育规划十 五规划课题：新
课改后各类教材的特点比较研究。
博士后工作站：国际教材比较研究。



2013年
启动7项本单位课题研究，系统梳理、研究原实验教材的适切性以及如何改进。启动 项本单位课题研究，系统梳理、研究原实验教材的适切性以及如何改进

人教社自定研究项目：教材纵横衔接研究、教材图文科学性研究、教材适切
性研究等3项专题研究。



关注现实

十多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教材回访、调研：到过全国大多数省十多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教材回访、调研：到过全国大多数省
市，走访过东西部许多学校，直接进课堂了解教材在一线的教学实
际情况。

十多年来 我们一直重视读者的来信 来电 对来信 来电做好记十多年来，我们 直重视读者的来信、来电，对来信、来电做好记
录工作，吸纳其中的合理意见



研读课标
2016年开始，针对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和中央有关文件提出的新要求开展研究，核 要 究

梳理、分析生物学的学科本质，探讨生物课程的育人价值，研究生物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内涵以及教材编写如何落实。



民主讨论
编写组里民主讨论，集思广益。



确定修订基本思路

认真分析并吸收原高中生物实验教材

确定修订基本思路

认真分析并吸收原高中生物实验教材

的优点，研究新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在
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难度、容量总体维持在原实验教材的

水平 内容质量和装帧设 质量进 步水平，内容质量和装帧设计质量进一步
提高，教材育人价值全面提升。



必修教材框架结构不做颠覆性改变；
具体内容阐述上充分落实核心素养要求具体内容阐述上充分落实核心素养要求；
优化探究、实践活动设计；
栏目进行整合和优化栏目进行整合和优化；
内容进一步反应时代性；
版式进 步美化版式进一步美化。



试教试用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反复打磨反复打磨



经历过几百个日夜 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经历过几百个日夜，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

让教材更好 我们 直在努力让教材更好，我们一直在努力……



2 核心素养——从课程文件到
教材具体落实教材具体落实



认真学习《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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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观念生命观念
• “生命观念”是指对观察到的生命现象及相互关系
或特性进行解释后的抽象 是人们经过实证后的观或特性进行解释后的抽象，是人们经过实证后的观
点，是能够理解或解释生物学相关事件和现象的意
识、观念和思想方法。

• 学生应该在较好地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生
命观念，如结构与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稳态与
平衡观 物质与能量观等 能够用生命观念认识生平衡观、物质与能量观等。能够用生命观念认识生
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指导探究生命活动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生命观念生命观念
• 抽象、观点、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结构与
功能观 进化与适应观 稳态与平衡观 物质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稳态与平衡观、物质
与能量观。

• 从课程文件的抽象到教材的具体落实，如何做？
课程文件的抽象 课程文件里的“举例”到教• 课程文件的抽象，课程文件里的 举例 到教
材全面考虑。教材里的生命观念，如何考虑充
分性、必要性。分性、必要性。



“生命观念” 充分 必要 又不可生命观念 ：充分、必要，又不可
以庸俗化，也不适合贴标签。

是否要考虑系统观 信息观 生态是否要考虑系统观、信息观、生态
观？如果没有必要，生命观念相对完
整对 解生 学却有 有整对于理解生物学却有必要？如果有
必要，在哪里安放？必要，在哪里安放？

“结构与功能”会不会无所不在？



生命观念=生物学概念？

如果生命观念=生物学大概念，为什么要增

生命观念 生物学概念

如果生命观念 生物学大概念 为什么要增
加名词？
“如无必要 勿增实体”——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奥卡姆剃刀

借鉴物理课程标准的提法 物理观念定义借鉴物理课程标准的提法，物理观念定义
为：“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炼
和升华”。



教材里：生命观念潜移默化

物质观 系统观物质观、系统观



“生命观念”“生命观念”

教材例子教材例子



生命观念，
关键不是
记住几个记住几个
名词，而名词 而
是领悟其
思想和作思想和作

用。用。



科学思维科学思维

• “科学思维”是指尊重事实和证据，崇尚严谨
和务实的求知态度 用科学的 维方法认识和务实的求知态度，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
事物、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能力。学生
应该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发展理性思维 如能够应该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发展理性思维，如能够
基于生物学事实和证据运用归纳与概括、演绎
与推理 模型与建模 批判性思维等方法 探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等方法，探
讨、阐释生命现象及规律，审视或论证生物学
社会议题社会议题。



科学思维科学思维
• 求知态度、思维习惯和能力；归纳与概
括 演绎与推理 模型与建模 批判性思括、演绎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思
维。

• 科学思维的能力 习惯 态度的整体落• 科学思维的能力、习惯、态度的整体落
实；

• 思维方法之间关系的厘清，思维训练与学
科知识素材的结合。

科学思维——能力与态度



思考≠思维；思考≠思维；
现有的试题思维≠理性思维；
有的答 能力 推 能力现有的答题能力≠推理能力 。



科学思维科学思维
• 科学认识活动中的科学思维包括：

• 一是通过定性实验 结构分析实验等，揭示科学研是通过定性实验、结构分析实验等，揭示科学研
究对象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 二是通过析因实验、判决实验、回溯推理，揭示事
物间的 联系 由 说物间的因果联系, 由此说明原因；

• 三是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比较与类比、
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等思维工具 揭示事物演化发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等思维工具，揭示事物演化发
展的规律性。

（刘国建. 论理论思维与科学思维.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年第8期：104-108.）



科学思维——思维工具

常见的思维表现形式：论断←→理由
（理由 证据 共识）（理由：证据、共识）



教材中如何训练科学思维？教材中如何训练科学思维？

文字中 探究中 练习中文字中，探究中，练习中；
科学史，概念形成，思维训练栏目



科学思维

教材例子



推理
1 脂溶性物质易通过（理

科学思维
1 脂溶性物质易通过（理
由）——细胞膜由脂质组
成（论断）
脂质单分子层面积是细2 脂质单分子层面积是细

胞表面积2倍（理由）—
—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

教材例子
（论断）
3 
A 吸附蛋白质的油脂表面吸附蛋白质的油脂表面
张力会降低。
B 细胞表明张力低于油水
界面表明张力。界面表明张力。
C 细胞膜脂质分子之间可
能有蛋白质





科学思维

教材例子



科学探究科学探究

• “科学探究”是指能够发现现实世界中的
生物学问题，针对特定的生物学现象，进
行观察、提问、实验设计、方案实施以及行观察、提问、实验设计、方案实施以及
结果的交流与讨论的能力。在探究中，乐
于并善于团队合作 勇于创新于并善于团队合作，勇于创新。



社会责任社会责任
• “社会责任”是指基于生物学的认识，参与个人与
社会事务的讨论 作出理性解释和判断 尝试解决社会事务的讨论，作出理性解释和判断，尝试解决
生产生活问题的担当和能力。学生应能够以造福人
类的态度和价值观，积极运用生物学的认识、理解
和 想方法 关注社会议 参与讨论并作出 性和思想方法，关注社会议题，参与讨论并作出理性
解释，辨别迷信和伪科学；形成生态意识，参与环
境保护实践；主动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和关爱生命境保护实践；主动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和关爱生命
等相关知识；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尝试解
决现实生活问题。



社会责任社会责任

• 担当和能力：态度和价值观，关注、参与、
辨别；宣传知识、解决问题。

• 在哪里扎根？从哪里展开？



社会责任

教材例子教材例子



避免割裂、孤立地理解；
避免平面切割、线性串联。避免平面切割、线性串联。

核心素
养从4个
方面去阐方面去阐
述，但是
它们应该它们应该
融合为整
体体。



研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教材发展学生核心素养3. 教材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的具体方式的具体方式



（1）创设情境（ ）创设情境

以科学事实（来自科学史或来自科研报告）、以科学事实（来自科学史或来自科研报告）、

日常生活中与生物学有关的问题创设情境。

让学生在情境中思考、解决问题，提升素养。



• 第一，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

无论是章首页 还是各节 在问题情境的• 无论是章首页，还是各节，在问题情境的
创设上，都强调了“真实的问题情境”。

• 虚拟情境——真实问题情境



《分子与细胞》第3章，原来的

章首页问题情境用比喻的方法章首页问题情境用比喻的方法
创设情境，教材修订时，改为
胰岛分泌胰岛素这一真实的问
题情境。



• 第二，强调情境的贯穿性，注意前后呼
应应

情境 穿 问 文介• 情境贯穿“问题探讨”——正文介绍—
—习题





（2）立体渗透（ ）立体渗透

在概念建构、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学习知在概 科学探究 学 知
识、提升能力、养成品格。



内容、活动、练习；内容、活动、练习；
版式、插图



（3）整体综合（3）整体综合

• 综合体现，如观念的融合



整体综合• 整体综合

• 综合融通：生命观念
的融通综合 概念建的融通综合；概念建
构、观念形成、思维
提升、责任担当的融提升、责任担当的融
合。



• 隐性与显性结合

适当提炼 显性化呈现核心素养• 适当提炼、显性化呈现核心素养

教材适当梳理总结 提炼出核心素养要求 包括生• 教材适当梳理总结，提炼出核心素养要求，包括生
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等，且不
局限于这四个方面 在章总结或具体内容里 都有局限于这四个方面。在章总结或具体内容里，都有
体现。如《遗传与进化》第4章

• 生命本质的概括。生命本质的概括。



整体综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立足学科 但不限于学科——立足学科，但不限于学科



• 立足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但并不局限于这四条

• 例如，必修1第5章的章总结

• 科学本质观、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等，虽未明确写在“学科核
心素养”条目中，但对于学生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心素养 条目中，但对于学生的发展都是重要的。



• 人的发展：立足学科，但不限于学科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

• 人文情怀；人文情怀；

• 家国情怀。



4 教材内容更新——时代要求

概念更新与时俱进，拓展阅读反应科技进展



5 好教好学 继承与发展5 好教好学——继承与发展

考虑学习心理



6 教材版式——
神韵依旧 更进 步神韵依旧，更进一步











给大家2019秋季用教材时留点给大家2019秋季用教材时留点
惊喜……

提高教材质量 我们 续努提高教材质量，我们继续努
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