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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科学发展史在生物学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揭示了各生物生命发展之间的联系。通过论述在核

心素养的背景下，生命科学发展史在中学生物学中具有调动学生学习动机、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提高学

生学科素养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创设问题情境、注重教学导入、组织科学探究，以期为教

师开展科学史教学提供借鉴和参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吸引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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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life scienc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iology teaching,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lives of various living organis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life scien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iology teaching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it can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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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cultiv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ir subject literacy. It also proposes rel-
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creating problem-based scenarios, paying attention to teaching 
introduction, and organizing scientific inquir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each-
ers to carry out science history teaching, thereby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promoting thei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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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教育，教育信息化越来越突显，这就使得社会对人才培养要求

提出了新要求，对创新型人才的呼声日益增长。为此，欧盟、美国、日本等各国开始提出核心素养的理

念，并结合本国学生发展提出了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为深入探究我国的核心素养，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

的方向，2014 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指出：“要研

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1]。为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我国于 2016 年

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了我国学生的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涵盖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自主发

展、社会参与六个主题。而后，各学者依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将其细化为学科核心素养。在颁布的《普通

高中生物学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指出了高中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成为高中生物学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目标。 
生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一门以实际操作为主的科目，生命科学发展史[2]结合了生物学内容与历

史学内容，它记录了科学家发现生命的历程，揭示了生命的发展规律，也向我们展示了面对相同事物时

不同科学家们之间观点的碰撞的过程，是我们不断思考前进的历程。正如西方教育学者玛格纳指出：“生

物科学史既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过程，又包括科学家研究生命现象时所持有的观点和态度；既

包括生物学家的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演变，又包括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科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3]学
习科学史，是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不断充实自我的有效途径，对中学生物学教

师的教学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 生命科学发展史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中的作用 

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发展史，生命科学发展史将细胞学、分子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等多个门类的

发展历程都详细清楚地记录下来。学习生命科学发展史，有助于学生获得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方面

的基础知识[4]，了解到一些事实依据。我们常说：“以史明智，鉴往开来。”我们在阅读科学史的过程

中，从中了解到科学家们的探究过程，获得知识，学得道理。 

2.1. 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 

生物学在中学教学中属于偏文科的科目，有大量的知识点需要背诵，而且具有知识点相对较零散的

特点。这就使得有些学生对生物学的学习主动性不高，但如果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中加入科学发展史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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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内部动机，投入生物学的学习中。因为科学发展史大多以叙事的形式呈现，

增加了一些科学家们的故事，学生能够更好地融入科学探究中，也更愿意去自己获取那部分的知识，激

发学生的自主性，使得相对枯燥的知识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而且也增添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使课堂氛

围更加融洽。而且，这是符合学生在这个年龄段的认知发展规律的。 
在教学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如果只是传统的讲授，学生难以理解相应的知识

点，尤其是关于遗传学的内容。随着教师讲解难度加深，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就会出现走神的情况，渐渐

地就使得学生之间的差距拉大，这与新课程改革中要求的面向全体学生是不符的。而且，如果在授课过

程中发现班里的大部分学生对知识点的讲授都处于迷茫状态，教师就应该调整自己的讲课策略。而科学

史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无论是将科学史当作课堂调剂的小故事跟学生分享，还是将科学史作为课程

材料呈现，都可以调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2.2. 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生命科学发展史就是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科学探究就是发现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并实

施试验方案、记录并分析数据、得出试验结论的过程。而科学探究是新课程标准中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容，

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发展，而科学

探究素养[5]主要包括了科学探究能力、对科学探究的认知和相关的情感意识三个方面的要素。生物学是

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其一切的理论知识都是建立在科学探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些知识是很多科学

家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实验而得出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时科技的发展有限，使得一些生命现

象难以观察到，也使得实验探究受到阻碍。而不少科学家凭借自身的辩证性思维，一次次地推理演示实

验过程，使得实验得以成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就以核素的发现者米歇尔为例，在他利用绷带中的脓细胞探究细胞化学组分的实验中，他发现了

一种新的物质，这种物质对胃蛋白酶有很强的耐受性，他将其命名为核素。通过他的分析和推理，他提

出核素是细胞核的主要组成物质这一观点。但这与当时所推崇的细胞核主要由蛋白质构成的观点相背

离，所以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认同米歇尔的观点。随着科技的发展，后来科学家证实了核素的正确

性，这些发现也推进了生物学的发展，这都得益于科学家们严密的思维推理和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

中学生物学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科学发展史内容的渗透，能有利于学生辩证性思维的发展。 

2.3. 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2003 年教育部颁布的新课程标准第一次将“生物科学素养”这个概念引入到高中生物课程中，明确

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的新课程理念，强调了每个高中生生物科学素养的提高是高中生物教学的核心

任务[6]。提高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中学生物教学的重要目标，生物科学素养的提高对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终身发展都有所帮助，也能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积极的生活方式。科学史向我们呈现了科学家们不

断探究的过程，学生在学习科学史的过程中仿佛自己亲身经历了一般，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孟德尔八年如

一日种植豌豆的坚持，体会到孟德尔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的精神品质，更能惊叹于他想到数学统计法的

超时代方法。学生在学习科学发展史的过程中，能够慢慢学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探究的能力[7]，也认识到

了科学家们进行实验的艰辛，学习到了他们身上的难得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 

3. 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中渗透科学史教育的策略 

3.1. 创设问题情境，开展探究教学 

新课程标准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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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把理论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教师在课堂活动中，可以利用科学发展史中的内容进行真实

情境的创设，组织开展探究性学习。不仅让学生更加投入课堂的学习，而且还培养了学生处理具体问题

的技能和独立探索的意识，发展创造性思维。尤其是学生难以理解的遗传学那部分的内容，教师在教学

中就可以加入科学史的内容进行情境创设，帮助学生学习。而且大部分遗传学的知识内容都需要通过实

验来证实，而科学史的呈现能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 
教师在进行“遗传物质是 DNA 还是蛋白质”的教学中，可以将科学史的内容以材料的形式呈现给学

生，让学生在阅读材料重现科学家们的探究过程中自己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再与科学家们的实验结果进

行比对，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学生在创设的现实情境中进行学习，身临其境般感受科学

家们的探究过程，体验科学家们的不易，能够实现学生的学习从低阶层面的学习转向高阶层面的学习。 

3.2. 组织导入材料，引导学生学习 

导入形式是教师在教学中吸引学生从一个学习状态转向另一个学习状态的重要环节，好的导入能够

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投入课程学习。导入的形式有很多，而利用科学史导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通过故事的形式引人入胜，带领学生进行学习。 
教师在进行伴性遗传的内容的教学中，可以在导入中以达尔文和其表妹的爱情故事，妻子生下的 6

个孩子中有 3 个孩子不幸夭折，另外的 3 个孩子也是终身不能孕育。其中的缘由让达尔文疑惑了很久，

因为自己和妻子都身体健康，生理上也没有什么问题[8]。教师引导学生在听完科学史内容后利用遗传学

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归纳，然后进行后面的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调动了课堂的氛围，而且还可以使学生

感到一种使命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3. 开展课堂活动，走进科学探究 

科学发展史还可以作为课后辅导资料，帮助学生进行学习。教师在授课后可以组织相应的角色扮演、

制作海报、情景剧编排等活动形式来带领学生走进科学家们的探究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发现生命现象，

揭示生命活动规律的过程。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将学习和实际相结合，发展学生处理现实生活中复杂

问题的能力。另外，也可以将科学史内容作为课后习题的背景材料，将科学史与知识习题结合起来，让

学生在巩固所学知识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视野，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到生物学的发展故事，使更

多的学生投入到生物学的学习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小组任务，发展了学生的

交流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在新课程标准中指出了科学发展史的重要性，学习科学发展史，能够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关注到历

史的发展，从历史中寻发展。科学发展史不是枯燥的理论知识，相反还很有趣，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能够

处理好科学史的内容，那么学生在学习科学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学到知识，还能发展精神，塑造品质。

当然，在新教材中对部分比较繁琐的科学史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删减，我认为是因为部分科学史内容呈现

得不是很完整，不利于学生对那一部分知识的学习。但增加了许多细节的内容，例如在实验图片中增加

了放大镜的倍数，这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 
在许多学校有些教师对科学发展史的内容不重视，认为与所要考察的内容有所出入，就将这部分的

内容少讲甚至是不讲，重点讲授理论知识。但是，这不利于学生的成长，而且也与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

不相符。新课程标准中强调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培养目标由知识性人才转向了发展性人才，这就要

求学生具备信息处理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发展性思维能力。这些能力不是短时间就能获得的，是在长

时间的积累中发展的，而且在考试中也有所体现，试题不再是简单知识的运用，而是情境中的应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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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将理论讲授和能力锻炼相结合，和现实实际相结合。教师要在实际教学中挖掘生

命科学发展史的教育价值，不断探寻适合现实的教学模式，将科学史和教学结合起来，以促进学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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