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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以六大主题为框架、八个大

概念为核心，构建了由大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念组成的三级概念体系。该体系

的主要特点是以生物学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主线，同时重视学生发展需要和社会需

要，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其教学实施应当注重围绕大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注重问题驱动和概念的迁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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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４月，教育部颁布 《义务教育生物

学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版）》 （以下简称 “新课

标”）。同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年

版）》（以下简称 “原课标”）相比，新课标在

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都有明显

变化，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了课程

育人导向。概念体系作为生物学课程内容的重要

组成，也做了较大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梳理

和分析新课标概念体系的变化与特点，有助于理

解和把握课程内容，探索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落实

路径。

一、新课标概念体系的变化

为了实现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目标，新课标

按照 “学习主题为框架”“内容聚焦大概念”的

课程理念，优化了义务教育阶段生物学课程的概

念体系，具体表现在调整学习主题、优化概念体

系的结构和表述方式等方面。

（一）学习主题的变化

课程内容由原课标的十个一级主题变为新课

标的七个学习主题，（见表１）。

表１　 学习主题的变化

原课标 新课标

科学探究；生物体的结构

层次；生物与环境；生物

圈中的绿色植物；生物圈

中的人；动物的运动和行

为；生物的生殖、发育与

遗传；生物的多样性；生

物技术；健康地生活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

物的多样性；生物与环

境；植物的生活；人体

生理与健康；遗传与进

化；生物学与社会·跨

学科实践

关于学习主题作出上述变化的原因，在新课

标的 “课程理念”和 “课程内容”部分已有相关

阐述。“学习主题为框架”课程理念指出：“依据

生物学的特点、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生发

展的需要，生物学课程以学习主题为单位构建课

程内容体系。每个主题包含若干生物学重要概

念，同时融入生物学的思想观念、研究过程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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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内容聚焦大概念”课程理念指出：“生物

学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追求 ‘少而精’的原则，优

化课程内容体系，提炼大概念，精选学习内容，

突出重点，切合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明确学习

要求，力求学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主动学习，让

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和应用重要的生物学概念，发

展核心素养。”这两段话的共同指向是，将生物

学大概念和重要概念的学习作为培育核心素养的

载体和途径，而提炼大概念、精选学习内容等则

是实现课程内容 “少而精”，让学生有更充裕的

时间主动学习、发展核心素养的有效手段。

“科学探究”是概念学习的重要方式，贯穿在

各主题的学习中，体现在各主题的 “学业要求”

和 “教学提示”中，因此不再单列为一个主题。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生物与环境”两个主

题，分别集中反映了生物学在微观和宏观方面的

重要概念，其中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的内容，

是学生学习其他主题的基础，对学生建立结构与

功能观、物质和能量观至关重要；“生物与环境”

的内容，同样能够融入结构与功能观、物质与能

量观，在帮助学生建立生态观方面尤为重要。因

此，这两个主题仍然保留，名称也没有变化。

之所以将 “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改为 “植

物的生活”，是因为作为学习主题， “植物的生

活”内涵更明确，与 “生物的多样性”主题中关

于植物类群的内容界限更清晰。

将 “生物圈中的人”主题与 “健康地生活”

主题合并，标题改为 “人体生理与健康”，一是

为了精简原课标该主题下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人

对生物圈的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内容，避免

与 “遗传与进化”“生物与环境”等主题的内容

交叉重复，二是为了将人体生理知识与健康教育

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健康相关问题情

境中开展人体生理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有利于提

升包括健康意识在内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内容单薄，与其他主

题不匹配，故不单列主题，相关内容精简后调整

到 “人体生理与健康”等主题中。

“生物的生殖、发育与遗传”主题中关于生

殖和发育的内容在其他主题中多有涉及，且 “遗

传”必然要通过 “生殖”，而关于生物进化的内

容，与帮助学生建构生物进化大概念和进化与适

应观紧密相关，因此标题删掉 “生殖、发育”，

增加 “进化”，以弥补原课标一级主题无 “进化”

的缺失。

“生物的多样性”主题下主要安排生物类群

的内容，包括生物分类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其中

关于生物界的基本组成、生物的分类等级等重要

概念既是学习其他主题的基础，也是建立进化与

适应观等生命观念的基础。生物分类方法是生物

学中最具有学科特点的方法之一，具有重要育人

价值。因此，这一主题仍保留，其中关于进化的

内容调整到 “遗传与进化”主题中。

“生物技术”主题，因其内容不属于生物学

的重要概念，而是体现生物学与社会联系的实践

性较强的内容，其中传统发酵技术等内容能够应

用于跨学科实践活动，故并入 “生物学与社会·

跨学科实践”主题。转基因技术等内容与遗传育

种等关系密切，并入 “遗传与进化”主题。

（二）概念体系的结构和表述方式的变化

原课标在每个一级主题下首先列出了本主题

的若干条重要概念，以命题形式表述。接下来是

具体内容，包括２～５个二级标题，以命题或短

语形式表述。每个二级标题下列出若干条具体内

容要求，以目标行为动词加表述概念的术语或短

语来表述。例如，在 “生物与环境”主题下，列

出了 “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等五条

重要概念，之后是第一个二级标题 “生物的生存

依赖一定的环境”，其具体内容是 “举例说出水、

温度、空气、光等是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举

例说明生物和生物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接下来

是第二个二级标题 “生物与环境组成生态系统”，

具体内容包括 “概述生态系统的组成”等。第三

个二级标题是 “生物圈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共同

家园”，具体内容是 “阐明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

系统”“确立保护生物圈的意识”。这样的结构，

重要概念与二级标题之间层次关系不够明晰，具

体内容描述的是学习目标，而不是概念本身，且

有的条目不是概念学习目标，而是技能目标或情

感态度目标可见，每个主题下的内容并未构成完

整的概念体系。

新课标在每个学习主题下，列出１～２条大

概念，每个大概念下列出２～５条重要概念，每

个重要概念下列出若干条具体内容 （课标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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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次位概念”），大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

念都是以命题形式表述的。例如，在 “生物体的

结构层次”主题下，“内容要求”部分首先列出

了本主题的大概念 “概念１生物体具有一定的结

构层次，能够完成各项生命活动”（本主题只有

这一个大概念），接着是重要概念 “１．１细胞是

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之后是 “１．１．１

一些生物由单细胞构成，一些生物由多细胞组

成”等五个次位概念。概念１．１．５之后是重要概

念１．２以及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三个次位概

念。三级概念的表述都是命题式表述，形式上高

度一致，可见，新课标在概念体系结构上更加层

次分明，概念的内涵更加明确，便于教师在教学

中把握。关于技能和情感目标方面的内容，新课

标将其放在 “学业要求”和 “学习活动建议”中

加以表述，不再列入 “内容要求”，这也是 “内

容聚焦大概念”、注重概念体系完整性的体现。

二、新课标概念体系的特点

原课标的内容体系是以突出人与生物圈的关

系为主要特征的，意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

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学会健康地生活。实际上，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构建突出人与生物圈的知识

体系，始自２００１年颁布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生

物课程标准 （实验稿）》。当时这一极具创新性

的做法，对我国生物学教育突破学科中心论的束

缚，转变过于追求学科知识系统性的倾向，更多

地从学生和社会视角，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

设计课程、实施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这样的课程期望的学习结果不再是关于生物界的

众多描述性知识的机械记忆，而是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深度理解和高度关注。然而，在当今核心素

养导向的课程设计中，我们需要站在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的高度，从整体上审视生物学课程应当承

载的育人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原课标强调

的帮助学生理解和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学会健康

生活固然重要，但并非课程育人价值的全部。生

物学课程在培育学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和态度责任等生物学核心素养上，都具有

独特而重要的价值，而生物学重要概念的学习，

恰恰是全面提升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

载体和途径。因此，新课标不再保留 “突出人与

生物圈”的表述，而是在 “课程内容”帽段提出

了新的设计思路：“根据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目

标，综合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社会需求和生物

学发展三个方面，以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主线，

从微观到宏观、个体到群体、多样性到统一性等

视角，系统构建课程结构。”根据这一课程内容

设计思路，结合新课标 “内容要求”部分的具体

内容，可以看出，新课标的概念体系具有以下

特点。

（一）以生物学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主线

以生物学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主线构建课程

内容结构，是落实 “内容聚焦大概念”理念的课

程内容选取和组织方式，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生

物学概念，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进而形成基本

的生命观念，发展科学思维。

１．按照学科发展逻辑，选取生物学基本

内容

生物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在其漫长的发展

历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发展逻辑。人类认识生物

界是从个体开始的，早期对于植物、动物个体的

研究形成了博物水平的植物学和动物学体系，对

人体结构与生理的研究形成了解剖学和生理学体

系。以个体为中心和出发点，向微观和宏观两个

方向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分支学科。

从个体向微观方向发展，建立了细胞学说和细胞

生物学，使得人们认识到植物和动物有着共同的

结构基础。从个体向宏观方向发展，形成了进化

论，使得人们对自然界的生命史作出了科学解

释。细胞学说和进化论的建立，在思想观念上打

破了植物学和动物学之间横亘已久的壁垒，促使

积累已久的解剖学、生理学等获得了共同的基

础，同时使得植物分类学和动物分类学并入自然

分类系统的统一轨道，推动了生物学的迅速发

展。此外，生物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环境，生物

与环境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因此，

要了解生物是怎样生活的，仅研究生物自身是不

够的，还必须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这样就形

成了生态学。新课标单列 “植物的生活”“人体

生理与健康”学习主题，主要展示生物学在个体

水平的研究，揭示生物个体是如何完成生命活动

的；设置 “生物体的结构层次”学习主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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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生物学在微观方向的发展；设置 “生物的多

样性”“生物与环境”学习主题，主要反映生物

学在宏观方向的发展；设置 “遗传与进化”学习

主题，反映了生物学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

结合。这样设计，充分体现了生物学学科的发展

逻辑。

２．以大概念为核心，强化生物学概念之间

的逻辑联系

大概念如同一个文件夹，能够提供有序结构

或合理框架用于归档 “小”概念，使学科不再被

视为一套断断续续的概念、原则、事实和方

法。［１］以大概念为核心，能够较好地将生物学知

识内容聚合起来，形成结构化的整体。新课标以

六个学习主题下的八个大概念统摄众多的重要概

念和次位概念，形成了层次分明、严谨有序的生

物学概念体系，强化了生物学概念之间的逻辑联

系，有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

这里仅以 “生物与环境”主题为例，分析新

课标三级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

本主题内容聚焦生态系统这个大概念，其具

体表述是：“概念３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

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内容要求”

在上述大概念下，列出了两个重要概念 “３．１生

态系统中的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了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和 “３．２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能力有一定限度，保护生物圈就是保护生态

安全”。这两个重要概念都是围绕生态系统展开

表述的，与 “概念３”高度吻合，体现了聚焦生

态系统这一大概念的思路。重要概念３．１阐释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其中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是整

体性的内在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生物与环

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形成在结构和功能上的

统一整体———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实现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就是整体功能的体现。重要概念

３．２则是在重要概念３．１基础上，进一步阐释生

态系统的特性———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而这种

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当外界干扰超出其调节能

力时，就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使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具有支撑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功能，因此，人类应当合理控制对生态系统

的干扰程度，保护生物圈中各种类型的生态系

统，保护生物圈就是保护生态安全。这就是从大

概念到重要概念的内在逻辑。

重要概念与次位概念之间、相关次位概念之

间同样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例如：“３．１．１水、

温度、空气、光等是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阐

释生物为什么依赖于环境，并且为学生理解

“３．１．２生态因素能够影响生物的生活和分布”

打基础；“３．１．２生态因素能够影响生物的生活

和分布，生物能够适应和影响环境”，阐释生物

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直接支持生态系统大概念及

重要概念３．１的建构，接下来 “３．１．３生态系统

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与非生物环境构成

的有机整体”就顺理成章了。没有３．１．１和

３．１．２，学生就很难理解３．１．３。达成对３．１．３

的理解之后，就可以探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了，这分别是 “３．１．４生态系统中不同生物之间

通过捕食关系形成了食物链和食物网”和

“３．１．５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通过食物链在

生物之间传递”的内容。这些关于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内容，又会加深学生对生态系统整体性

的理解。理解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了解多种类型

的生态系统，是理解生物圈是最大生态系统的基

础，因此，重要概念３．１的最后一条次位概念是

“３．１．６生物圈是包含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最大

生态系统”。这样，“生物与环境”主题下的大概

念、重要概念、次位概念就形成了逻辑上环环相

扣、层层递进的概念体系。

３．发挥思想观念的逻辑内聚力，体现学科

育人功能

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生物学概念，之所以

能组成一个结构化的概念体系，除了概念之间的

逻辑联系，还有更重要、更深层次的组织者，那

就是被称为 “知识背后的知识”的生物学思想观

念。［２］５５正是在统一的思想观念统摄下，众多的

生物学概念才能聚合为一个具有逻辑内聚力的整

体。生物学思想观念内容丰富，不同学者有不尽

一致的概括。新课标从课程育人的角度将有关内

容凝练为 “生命观念”，将其内涵界定为 “是从

生物学视角，对生命的物质和结构基础、生命活

动的过程和规律、生物界的组成和发展变化、生

物与环境关系等方面的总体认识和基本观点，是

生物学概念、原理、规律的提炼和升华，是理解

或解释生物学相关现象、分析和解决生物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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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意识和思想方法”，将其外延阐述为 “主

要包括生物学的结构与功能观、物质与能量观、

进化与适应观、生态观等”［３］４。这一界定与阐

述，揭示了生物学认识对象的范畴与生命观念之

间的大致对应关系： “生命的物质和结构基础”

“生命活动的过程和规律”对应结构与功能观、

物质与能量观，“生物界的组成和发展变化”主

要对应进化与适应观，“生物与环境”主要对应

生态观。再深入分析新课标各学习主题与上述认

识对象范畴的关系，又可以看出生命观念与各学

习主题的大致对应关系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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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课标中生命观念与生物学认识对象范畴、各学习主题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

新课标是如何发挥生命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

逻辑内聚力的呢？一是在概念体系的构建中体现

生命观念的统摄作用。例如，在 “生物的多样

性”主题中，将植物和动物类群内容按照从低等

到高等顺序排列，选取不同生物类群都具有一定

的适应性特征等概念，体现了进化与适应观的统

摄作用。二是在各个主题的帽段说明或 “学业要

求”部分要求学生通过概念学习来建立生命观

念。例如，“生物体的结构层次”主题要求学生

初步形成结构与功能、部分与整体相统一等观

念。三是在各个主题的帽段说明或 “学业要求”

部分要求学生运用生命观念分析和解决问题。例

如，“人体生理与健康”主题要求学生运用结构

与功能相适应的观念，分析由于机体特定结构受

损可能导致的机体功能障碍或异常行为表现，提

出相应的预防措施。［３］９，１２１３，２３可见，新课标非常

重视引导学生通过生物学概念的学习，形成正确

的生命观念，并以此为指导，应用生物学概念分

析和解决问题，实现生物学概念体系与生物学核

心素养的有效对接，充分彰显学科育人功能。

（二）重视学生发展需要和社会需要

课程内容结构的构建以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

主线，并不意味着只重视知识。新课标指出，课

程结构的构建要 “综合考虑学生发展的需要、社

会需求和生物学发展三个方面”，因此，新课标

构建的生物学概念体系，在强调以学科知识内在

逻辑为主线的同时，还重视选取适应学生发展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内容，并且将这些内容与学

科知识内容有机结合，使生物学概念体系的育人

功能进一步凸显。例如，在 “生物的多样性”主

题中，大概念 “概念２生物可以分为不同的类

群，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重要概

念 “２．４我国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保护生物

多样性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次位概念 “无脊

椎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动植物类群可能对人

类生活产生积极的或负面的影响”“有些微生物

使人患病，有些微生物在食品生产、医药工业等

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拥有大熊猫、朱!、
江豚、银杉、珙桐等珍稀动植物资源”“可通过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多种方式保护生物资源；

有关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是保护生物

资源的基本遵循”“外来物种入侵会与本地的物

种竞争空间、营养等资源，进而威胁生态安全”

等，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 “我国拥有

大熊猫、朱!、江豚、银杉、珙桐等珍稀动植物
资源”对于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

“有关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是保护生

物资源的基本遵循”对于提升学生的法治观念，

都具有重要价值。再如，“人体生理与健康”主

题中，次位概念 “５．１．５食品安全对人体健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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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良好的饮食、卫生等习惯对人体健康有

积极的影响” “５．５．４人体通过眼、耳等感觉器

官获取外界信息，科学用眼和用耳能够保护眼和

耳的健康”“５．５．８青春期的卫生保健和良好的

心理状态有利于青少年顺利地度过青春期”，大

概念 “概念６人体健康受传染病、心血管疾病、

癌症及外部伤害的威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医疗

措施是健康的重要保障”以及相关重要概念和次

位概念，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都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新课标虽不再保留突出人与生物圈的

提法，但仍重视人与生物圈的内容，包括将 “植

物的生活”“人体生理与健康”单列主题，保留

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内容，增加生态安全和

人体保健方面的内容，提出让学生树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等等。总之，新课标提出以

学科知识内在逻辑为主线，绝非重弹 “学科中心

论”的老调，而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核心素养为宗

旨的理念，真正实现学科育人。

三、新课标概念体系的教学实施

聚焦概念体系的课程内容构建对课程实施提

出了新的要求，势必会推动教学层面的实践。

（一）聚焦大概念，按学习主题进行单元整

体教学设计

在教学实践中，建构大概念往往需要一定数

量的课时才能得以支撑。新课标从学习主题到大

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念的课程概念体系，为

教材知识体系的优化、为教师实施单元整体教学

提供了更好的基础，需要教师从关注单一的课时

教学转变到单元整体教学。

在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时，教师首先要明

确课程标准中大概念、重要概念、次位概念之间

的逻辑联系，弄清楚教材单元与单元之间、章与

章之间、节与节之间不同概念间的内在或外在逻

辑联系，并尝试以概念图、知识层级结构图

（表）等形式分析和建构出教学内容知识结构，

强化教学内容的结构性。［４］然后，设计与单元学

习主题相呼应、具有挑战性的驱动性问题和学习

活动，组织学生经历观察体验、分析推理、抽象

概括等思维过程，促进学生对概念体系的深度理

解。最后，设计基于真实情境的评价内容和方

式，考查学生对概念的理解程度以及利用概念作

出解释的能力，同时考查学生的科学思维。［５］在

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概念的形成提供大量的生

物学事实，将对生物学观念的领悟渗透到概念建

构的过程中，并在一组有关联的概念教学后，适

时地对观念予以外显和总结。［６］随着课程的推进，

学生在深度理解概念的基础上，就会认识到生物

学知识体系独有的内在逻辑，逐步建立生命

观念。

（二）注重问题驱动，引导学生通过积极思

维建构概念

生物学教学中注重问题驱动，能激发学生认

识自然、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使学生的概念学

习产生极大的内在动力，能激励和活跃学生的思

维，让学生在经历生物学发现的过程中习得概念

并获得生物学的思想方法，同时在解决实际问题

中巩固概念，发展核心素养。

在教学中，教师首先应根据教学目标来设计

问题。概念教学的问题设计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课

程标准规定的大概念和重要概念，教师应先将单

元 （章）或节的大概念和重要概念转化为中心问

题，再将中心问题分解，围绕从属概念和事实性

知识设置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问题串。同时注

意与大概念或重要概念关系不大的较小的概念和

事实性知识，在问题设计中适当减少它们出现在

问题串中的机会。［２］１８０１８１其次，教师需要结合学

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以丰富的、有代表性

的事实性材料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好

奇心和内在动力。围绕大概念和重要概念设置适

量的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开展积极的思维活

动，促进学生对大概念和重要概念的理解。新课

标在每个学习主题下都给出了 “情境素材建议”，

为教师创设问题情境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素材，教

师应结合教学需要，充分利用这些素材。

（三）注重迁移应用，帮助学生在加深概念

理解的同时发展生物学核心素养

概念的意义存在于对概念的应用之中，对概

念的实际应用是概念具体化的过程，而概念的每

一次具体化，都会使概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

概念的理解更完全、更深刻。［７］生物学概念教学

并非让学生单纯地熟记概念术语或定义，而是让

其在理解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将概念正确地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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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于解决现实情境中的具体问题，以达到启

智增慧的目的。核心素养是学生面对真实、复杂

情境并解决问题时表现出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

格，因此，概念迁移应用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的过程。

在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让学生在解决真实、

复杂情境的问题中，加深对概念的深度理解，发

展核心素养，同时评价学生概念的习得及核心素

养发展情况。教师首先要明确，设计概念迁移应

用活动的出发点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应

当安排在学生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后进行。

其次，对于概念迁移应用活动的设计应聚焦科学

思维，在促进学生对概念深度理解的同时训练科

学的思维方法。此外，教师可以对标从次位概念

到重要概念再到大概念的三级结构层次，按照从

低层次到高层次、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设置灵活

多样、针对性强的迁移应用活动，注重概念迁移

应用活动的阶段性、连续性、过程性，让学生在

建构大概念的过程中发展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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