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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思想的提出
1、学科思想，是指由主流学术界提出的对学科发展和学科学习最

具影响力的观点 思想和见解 学科思想是统领学科进步的灵具影响力的观点、思想和见解。学科思想是统领学科进步的灵
魂，是学科教学的核心要素，是学生打开学科课程之门的钥匙
。但当下，在应试教育观的影响下，重学科知识技能、轻学科
思想方法的教学大行其道，学科思想的巨大价值被掩盖，教师
教得费劲，学生学得迷茫。所以我们确定了学科思想作为我们
的研究内容 希望各位同仁站在教育前沿 深入研究 对学科的研究内容，希望各位同仁站在教育前沿，深入研究，对学科
思想进行梳理、归类，对学科思想价值感悟、理解，并积极在
学科思想挖掘、渗透及落实等方面积累经验，为推动生物教学学科思想挖掘、渗透及落实等方面积累经验，为推动生物教学
的发展做出贡献。



生物科学素养是公民科学素养构成
一、学科思想的提出

生物科学素养是公民科学素养构成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公民参加社
会生活、经济生活、生产实践和个人决
策所需的生物科学知识 探究能力以及

、学科 的提出

2.2.新课程的基本理念新课程的基本理念
策所需的生物科学知识、探究能力以及
相关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它反映了一
个人对生物科学领域中核心的基础内容

握 在 有（（22）提高生物科学素养）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11）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

的掌握和应用水平，以及在已有基础上
不断提高自身科学素养的能力。提高每
个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本课程标

（（22）提高生物科学素养）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33）倡导探究性学习）倡导探究性学习
准实施中的核心任务。

（（33）倡导探究性学习）倡导探究性学习

（（44）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3 课程目标
一、学科思想的提出

3、课程目标
学生通过高中生物课程的学习，将在以下各方面得到发展：获得生物

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知识，了解并关注这些知识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
中的应用；提高对科学和探索未知的兴趣；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中的应用；提高对科学和探索未知的兴趣；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树立创新意识，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感；认识科学的本质，
理解科学、技术、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
系 逐步形成科学的世 观和价值观系，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初步学会生物科学探究的
一般方法，具有较强的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搜集和处理信息的
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初步了解与生物科学相关的应用领域，
为继续学习和走向社会做好必要的准备。课程的具体目标如下。
（1） 知识

　 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知道

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成就 知道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成就，知道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了解生物科学知识在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

用。



3、课程的具体目标
• （2）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 　 初步形成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一

的观点 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逐步形的观点，生物进化观点和生态学观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逐步形
成科学的世界观。

• 　 关心我国的生物资源状况，对我国生物科学和技术发展状况有一定的认识，
更加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 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增强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 　 认识生物科学的价值，乐于学习生物科学，养成质疑、求实、创新及勇于实
践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 　 认识生物科学和技术的性质，能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能
够运用生物科学知识和观念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

• 　 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
念。

• 　 确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课程具体目标
（3） 能力
　 能够正确使用一般的实验器具，掌握采集和处理实验材料、进行生物学实

验的操作、生物绘图等技能。
　 能够利用多种媒体搜集生物学的信息，学会鉴别、选择、运用和分享信息

。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初步学会：⑴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生物现象；⑵通过观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初步学会：⑴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生物现象；⑵通过观

察或从现实生活中提出与生物学相关的、可以探究的问题；⑶分析问题，阐
明与研究该问题相关的知识；⑷确认变量；⑸作出假设和预期；⑹设计可行
的实验方案；⑺实施实验方案，收集证据；⑻利用数学方法处理、解释数据的实验方案；⑺实施实验方案，收集证据；⑻利用数学方法处理、解释数据
；⑼根据证据作出合理判断；⑽用准确的术语、图表介绍研究方法和结果，
阐明观点；⑾听取他人的意见，利用证据和逻辑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辩护及作
必要的反思和修改。课程具体目标中的知识、情感态度与价值必要的反思和修改。课程具体目标中的知识、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能力三个维度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对立统一
二、学科思想与教材体系

数学模型 分类思想

物质基础 结构与功能统一

对立统一

进化 生物与环境统一

学科
思

生命系统性

数学模型 分类思想

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一 （整体与局部）

主线：元素→化合物→细胞→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

思
想：

知识体系

考 点 考纲课标要求

典型例题

题 库



生物学科思想不但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有的素质之一，同时也是学
生学习生物学科的需要。它对于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提高，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用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对学生的终生
学习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长期以来，生物教学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对概念、原理、定律的记忆。教学过长期 物教学 知 传授 强 对概 原 律 教学
程中，对生物学概念和定律的发生、发展过程揭示的不够，更忽视了对学生通过体验
过程去思考知识背后思想和方法的教学。因此，学生所学的知识很难在不同情境中灵
活的运用和迁移，束缚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散。加之生物学科本身既有深度更有广
度的特点，难免使学生感到生物学科知识多而广、散乱无序，故而学习无法，迷失方
向，产生畏难情绪。生物学科思想的建立对于各个具体的知识点而言，更易上升到理
论高度，形成科学的认识论，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所以在生物教学中，以大量的具

传授 时 渗 感体知识为载体，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挖掘和渗透学科思想，让学生感到生物学知识

“形散而神聚”，学习有方法可循，有规律可依，方法比知识重要。使学生在认同
和理解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形成自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会
直接影响 学 命本质的直接影响到学生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三 学科思想的具体内容三、学科思想的具体内容
及其与之相关知识内容及其与之相关知识内容



1.生命物质性思想
生物是由物质组成 切生命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 从万物之灵的人类到单• 生物是由物质组成，一切生命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从万物之灵的人类到单
细胞的细菌，以及无细胞结构的病毒等，所有生物都是由碳、氢、氧、氮、
硫、磷、钙、铁、铜等几十种化学元素组成的，并且这几十种化学元素在无
机自然界都是可以找到的 生物体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 而 切生机自然界都是可以找到的。生物体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而一切生
命活动都是通过一定的生命物质来实现的，如果没有生命物质也就没有生命

活动。如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中色素、ATP和酶等内部因素需要联
系外部因素无机盐等物质基础 再如讲有些原核生物能进行光合系外部因素无机盐等物质基础。再如讲有些原核生物能进行光合
作用和呼吸作用时，也是通过具有相关的色素和酶这一物质基础
实现了这一生理功能的。再如遗传的物质基础等;初中我们学习实现了这 生理功能的 再如遗传的物质基础等;初中我们学习
细胞的生活，植物生长需要营养物质，食物中的营养等。动物在
生物圈中的作用，细菌和真菌的生活及作用等都有生命物质性思
想在其中想在其中



2.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思想
结构与功能相统 的思想包括两层意思 是有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思想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有

一定的结构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功能的存在；二是
任何功能都需要 定的结构来完成 具体的内容有任何功能都需要一定的结构来完成。具体的内容有
细胞膜和各细胞器及细胞核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蛋白质、
核酸结构与功能的统 ATP结构与功能的统 反射弧与核酸结构与功能的统一，ATP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反射弧与
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免疫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
统一（从细胞到生物体内环境与稳态到生态系统都是结构与统 （从细胞到生物体内环境与稳态到生态系统都是结构与
功能的统一）。初中细胞的结构与功能，植物各器官的结构
与功能，人体各大系统、各种动物、细菌真菌病毒等



3.生命活动对立统一的思想
生物的诸多生命活动之间 都有 定的关系 有的甚至具有对立统 的关系 例如 植• 生物的诸多生命活动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有的甚至具有对立统-的关系，例如，植
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就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生命活动。光合作用的实质是合成有机
物，储存能量；呼吸作用的实质是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很明显，两者之间是相互
对立的。呼吸作用所分解的有机物正是光合作用的产物，可以说，如果没有光合作用

作 就 进行 方 光合作 程中 料和产物的 输所需 的能，呼吸作用就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光合作用过程中，原料和产物的运输所需要的能
量，也正是呼吸作用释放出来的，如果没有呼吸作用，光合作用也无法进行。因此说
，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共同
存在，才能使植物体的生命活动正常进行。存在 才能使植物体 命 常 行

如生物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包含的同化与异化就是矛盾的两个方
面，同化作用是合成有机物、贮存能量的过程，异化作用是分解有机物、释放能
量的过程。这两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生命活动过程，但又是相互依赖、相量的过程。这两种作用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生命活动过程，但又是相互依赖、相
互统一的。
又如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既矛盾又相互统一。遗传能保持物种的相对稳定,变异使
物种进化，生物不存在绝对的遗传,也不存在离开遗传的变异。再如激素调节中物种进化，生物不存在绝对的遗传,也不存在离开遗传的变异 再如激素调节中
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拮抗作用,使生命活动更精确,更能适应各种环境。



4.生物进化的思想4.生物进化的思想
• 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任何事物都有-个

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物界也不例外，也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生物界也不例外，也有 个产生和发展的过
程，所谓产生就是生命的起源，所谓发展就是生物的进化。生命的起源
经历了从无机小分子物质生成有机小分子物质，再形成有机高分子物质
进而组成多分子体系 最后演变为原始生命的变化过程 生物的进化，进而组成多分子体系，最后演变为原始生命的变化过程；生物的进化

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从低等到高等的规律。如用进废退
学说；自然选择学说；现代进化理论；原核与真核；初中的全套教材
的编写主要就是按照进化的思路来编写的 如《鱼类》《爬行类》《的编写主要就是按照进化的思路来编写的，如《鱼类》《爬行类》《
鸟类》的学习。



5.生物与环境统一思想即生态观点（稳态）
• 生态学观点的基本内容是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也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物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环境问题，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处于
不断变化之中，永无止境。人类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逐步
更新人口观念，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保护更新人口观念，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利用资源，保护
生态，治理环境，走生存与发展的新路。生物教学一定要充满情感，

当喜则喜，当忧则忧。如初中《鸟类》适于飞行，《爬行动物
》适应陆生 《鱼》适应水中生活等各类生物类群的学习》适应陆生,《鱼》适应水中生活等各类生物类群的学习

• 个体稳态与环境稳态



6.生命结构的系统性思想（局部与整体）
对于学生理解生命系统的本质、理解生命科学以及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的训练都是
重要的。

贝塔朗菲强调 任何系统都是 个有机的整体 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
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为什么学生
会觉得生物学内容散乱而无序，只能机械记忆？记忆之后，马上就忘？就是因为
没有建立系统化的思想 其实中学生物学内容形散而神聚 相关知识点之间都可没有建立系统化的思想。其实中学生物学内容形散而神聚，相关知识点之间都可
以建立起完整的系统，我们在教学中应该充分向学生渗透这种思想。例如，高中
生物必修三本书之间就可以建立一个大系统，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细胞，较高层
次的生命结构依次是：组织 器官 系统 个体 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直至生次的生命结构依次是：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直至生
物圈，必修的知识点都是在这个大系统内展开的。在这个大系统内又可以分成很
多小的系统，如细胞又分为细胞膜是系统的边界，各类细胞器的分工合作是各组
分之间的重要关系，细胞核是系统的控制中心等等。。分之间的重要关系，细胞核是系统的控制中心等等。。



必修三个模块中生命结构系统性思想内容
必修1《分子与细胞》的内容全面贯彻系统论的思想。如细胞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细胞有细胞膜必修1《分子与细胞》的内容全面贯彻系统论的思想。如细胞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细胞有细胞膜
，把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使细胞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体现了一个系统一般有明确的界
限。细胞由无机物和有机物构成，具有一定的结构，不管是原核细胞还是真核细胞，都有细胞膜
、细胞质、等结构，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各种细胞器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

又有密切的协作 体现了 个系统分工合作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离子和小分子的跨膜运输，又有密切的协作，体现了一个系统分工合作使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离子和小分子的跨膜运输
借助于细胞膜的结构，细胞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体现了系统内存在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细胞的生命历程阐明了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衰老，体现了一个系统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
消亡的过程。消亡的过程。

必修2《遗传与进化》的内容中：例如遗传物质DNA只有与蛋白质组成染色体这样的颗粒性棒状结
构，才便于通过细胞分裂进行遗传物质的分配，也只有组成染色质这样的丝状结构，才便于在细
胞核内复制与储存。

必修3《稳态与环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不同生物种群甚至生物个体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
个元素，它不能独立于这个系统起作用在生态系统中它有特殊的结构地位和营养级别，也有它的
生态位，某一种群的变化，都会在整个系统内产生扰动，直到系统通过自身的调节产生新的平衡



7 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7.多样性与共同性相统一
• 如细胞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如生物的多样如细胞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如生物的多样

性与共同性：各类群的特征的都是在多种
多样的生物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如生态系多样的生物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如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再如各类有机大分
子的多样性都是由C元素构成的链或环来构子的多样性都是由C元素构成的链或环来构
成的DNA、蛋白质的多样性与共同性等内
容



四 学科思想的应用

学科思想与课堂教学

四、学科思想的应用

学科思想与课堂教学
• 策略：以学科思想引领，关注育人价值，以

能力发展为主旨，以核心概念为载体，构建能力发展为主旨，以核心概念为载体，构建
科学的知识体系，在课堂教学中以板书的形
式艺术的呈现出来 配以典型题进行巩固检式艺术的呈现出来，配以典型题进行巩固检
测。



光合作用
概念• 概念

• 反应式
• 过程

• 条件 2011年全国理综1.番茄幼苗在缺镁的培养液中培养一段时间后，与对照组相
比，其叶片光合作用强度下降，原因是
A.光反应强度升高，暗反应强度降低 B.光反应强度降低，暗反应强度降低

• 意义 C.光反应强度不变，暗反应强度降低 D.光反应强度降低，暗反应强度不变

此题中就涉及了物质基础性，结构与功能相统一，局部与整体统一等思想，









课例：光合作用过程和应用教学设计 

 

一、 系统导入，展示目标：4’ 

光合作用的概念和反应式 叶绿体结构光合作用的概念和反应式，叶绿体结构

二、新授（二、自主学习，合作交流；三、展示汇报，共同提高；

四、拓展延伸，三维升华在每个内容中选择使用） 

一）光合作用过程 16’ 

1． 图解 8’ 

2 自主学习 图文结合 理解过程 3’2． 自主学习，图文结合，理解过程 3’

3． 展示汇报，共同提高 3’ 

4． 强记图解，教师指导，体现整体与局部的观点 2’ 

二） 光暗对比表 15’ 

1．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统一答案，1 号学生讲，其他学

生听 谈想法 ’生听，谈想法 3’

2． 展示汇报，共同提高。3号学生汇报。3’ 

3． 拓展延伸，三维升华 15’（设计有价值的问题） 

（1）讲联系：教师要讲清局部与整体的思想 

A、 晚上暗反应能进行？ 

B、 白天无二氧化碳密闭环境能否长期进行光反应？3’ 

（2）想象：培养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思想 3’ 

体现物质基础、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思想 4’ 

C、讲高考：2011 理综 3题缺镁，光暗变化？3’ 

D、你还能知道些什么？2’ 

三）应用：10’ 

1、影响因素 3’培养系统性思想 

2、探究实验 4’ 

3、突然中断二氧化碳、光对 C3 和 C5 的影响 3’ 



四）化能合成作用 5’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汇报、总结书写方程式 5’ 

五、总结归纳，巩固检测：3’ 

学案：练习题和检测题 

六、激发欲望，特长发展：2’ 

拓展：探究二氧化碳浓度对光合作用强度的影响 

 

附：关于实验探究相关知识的总结 

一、实验目的：探究光照强弱对光合作用强度的影响、实验目的：探究光照强弱对光合作用强度的影响

二、材料用具：打孔器，注射器，40W 台灯，烧杯，绿叶（如菠菜

叶） 

三、方法步骤： 

1、取材编号---体现对照性原则 

2 控制自变量 体现单一变量原则2、控制自变量---体现单一变量原则

3、控制无关变量---体现等量原则 

4、观察检测因变量---注意观察的指标 

四、分析得出结论---注意全面性和准确性 

 

补充 提高农作物光合作用强度的措施补充   提高农作物光合作用强度的措施 

1、 延长光照时间（一茬变两茬） 

2、 增加光合作用面积（套种、合理密植） 

3、 适当提高光照强度 

4、 适当提高二氧化碳浓度 

5、 适当提高温度 

6、 适当增加植物体内的含水量 

7、 适当增加无机盐的含量 



知识系统化就是：把一节课的“散状”知识依
据各知识点的内部关联性 递进性 有机性进据各知识点的内部关联性、递进性、有机性进
行归纳、整理，以“知识的结构、知识网络、
知识系统或知识树”的形式呈现在板书上，尽
量避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简单罗列没有量避免 二三四，二二三四这样简单罗列没有
生命感的板书。





第2章 第3节 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核酸

DNA RNA
分类

甲基绿 吡罗红DNA RNA
分布

核苷酸种类 .

甲基绿、吡罗红

碱基种类 .
结构

功能功能











生命系统
性思想性思想





五、学科思想的发展



五、学科思想的发展
生命观念 是思想也是方法• 生命观念既是思想也是方法

多样性多样性

共同性

如DNA、蛋白质、细

胞、神经调节、体液共同性

结构与功能

调节、免疫调节、生
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局部



神经调节中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相统
一观点实例一观点实例





生态系统的 结 构 与 功 能
 

非生物的物质与能量

食

群落
消费者

食
物
链
和

群落
和
食
物
网

种群 生产者

网

分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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