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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改以来，各版本的新教材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通过对人教版和苏教版《分子与细胞》专题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的课后习题在题量题型、素养指向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人教版课后

习题数量和类型上更多样化，更侧重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素养的考察，苏教版习题更为精简开放，四个

维度考察更为均衡。总结两个版本教材都具有题型多样化、注重情境创设、素养指向全面等习题特征，

并提出在教学中应用课后习题应遵循的建议：1) 分析学情，因生制宜；2) 目标指向，筛选习题；3) 课上

课下，双线进行。 
 
关键词 

高中生物学，课后习题，人教版，苏教版，教材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fter-School 
Exercises of High School Biology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re 
Literacy 
—Taking the Chapter “Energy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Cells”  
as an Example 

Weiyu Yang 
College of Bio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Dec. 18th, 2024; accepted: Jan. 15th, 2025; published: Jan. 22nd,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9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99
https://www.hanspub.org/


杨玮瑜 
 

 

DOI: 10.12677/ae.2025.151099 723 教育进展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new textbooks of each version are committed to the cultiva-
tion of core literacy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fter-school exercises on the topic “En-
ergy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Cells” in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nd Suzhou Education Press of 
“Molecules and Cells” in terms of question volume and literacy orien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and type of after-school exercise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are more diverse; 
they put more emphasis on examining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The exercises of 
Suzhou Education are more concise and open, and the four-dimensional investigation is more bal-
anc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at two versions of the textbook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er-
cises such as diversified question types, emphasis on situation creation, and comprehensive liter-
acy. The application of after-class exercises in teaching should follow the suggestions of 1) analyzing 
the learning situation, adapting measures to the conditions of students, 2) selecting exercises, and 
3) conducting exercises in and out of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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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后习题是教材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教学中帮助学生巩固所学、拓展思维、引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直接资源，也是一线教师进行教学评价的重要载体。《新课程标准》[1]对于教材的编写建议

中明确指出：“教材的习题配置应当体现多样、灵活、开放、减负的特点”。据此归纳课后习题应具有以

下特征：1) 题型多样化，包含开放性问题；2) 有难度梯度，把握题量；3) 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促进知识

迁移；4) 渗透人文精神。 
目前关于不同版本习题的研究维度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借助各种教学、评价模式对课后习

题与课程标准进行一致性分析，如黄泰荣等[2] (2022)基于 Achieve 工具，杨正[3] (2024)基于 SEC 模式，

陈卓伶(2023)等[4]基于韦伯和 SEC 模式，江强[5] (2023)基于课标中的“学业要求”，陈超宇[6] (2023)基
于 STSE 教育等；2) 立足于学科核心素养，分析不同版本教材与核心素养的匹配度或挖掘课后习题在指

导教学和评价中的作用，如苟晓霞[7] (2022)从习题数量、知识内容、编排形式等方面对不同版本教材的

习题进行差异性分析，提供渗透核心素养的习题应用建议；黄昕[8] (2023)分析课后习题在助力核心素养

落实中可以检测学生的掌握情况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进度和策略。综上所述，对于课后习题的研究切

入点和分析呈现多元化，但是关于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不同版本教材分析却鲜有，因此本研究选取在江

苏省内主流的两个教材版本：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简称“人教版”)和江苏凤凰教

育出版社普通高中教科书《生物学》(简称“苏教版”)，以必修一《分子与细胞》第五章《细胞的能量供

应和利用》章节(苏教版中为第三章《细胞中能量的转换和利用》)为例，对比分析二者课后习题在题量、

题型、素养指向等方面的异同，总结其课后习题的特征，并提出应用建议，希望为广大一线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针对教材和习题的选择上，提供一定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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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教版与苏教版课后习题对比分析 

2.1. 习题数量及类型 

总体上看，人教版习题数量远多于苏教版，多为客观题考查，而苏教版则多是简答等综合应用题，

两者题型上都较为多样化，充分考虑学生评价、教师教学的需求。判断、选择、填空等基础的客观题适

用于教师当堂检测教学效果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而简答、综合应用、实验探究、论文等开放综合题

适用于学生课后提升。因而人教版课后习题适用于各地区、各水平层级的学生，满足不同层次的考查需

求，苏教版适用于学有余力的学生，满足较高层次的考察需求。 

2.1.1. 栏目设置比较 
在栏目设置上，人教版本章分为 4 小节，小节根据教学内容可能分为多个部分(见表 1)，每部分都有

配套的课后习题，习题栏目名称为“练习与应用”，此外每章节均设有“复习与提高”习题栏目。苏教版

本章也分为 4 小节，但小节之下不再细分，每一小节配有栏目名称为“本节练习”的相应课后习题，每

章节同样设有“本章练习”习题栏目。统计发现，人教版共计 39 题，苏教版共计 20 题，人教版几乎超

出苏教版一倍，这与习题栏目设置数量有很大关系，题量多少的设置取决于学生课后练习的时间，教师

可根据现实情况酌情筛选。 
 
Table 1. The division of the chapter in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Energy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Cells” 
表 1. 两版本教材《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章节划分情况 

版本 人教版 苏教版 

第 1 节 
酶 

(一) 酶的作用和本质(5 题) 
(二) 酶的特性(5 题) 

生命活动需要酶和能源物质(4 题) 

第 2 节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7 题) 光合作用——光能的捕获和转换(3 题) 

第 3 节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应用(5 题) 细胞呼吸——能量的转化和利用(5 题) 

第 4 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 

(一) 捕获光能的色素和结构(4 题) 
(二) 光合作用的原理和应用(5 题) 

影响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的环境因素(5 题) 

章末 本章小结(8 题) 本章小结(3 题) 

2.1.2. 习题数量及类型比较结果 
人教版习题难度呈梯度上升，题型多样，包括传统的判断、选择、填空等，也包括简答题、作图题、

综合应用题等，还包括新式题型如基于大概念的概念图、基于查阅资料的科学写作等。苏教版题量上相

较于人教版大大减少，且习题大多为开放型的简答和综合应用题(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exercises in the chapters of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textbook “Energy Supply and Utilization 
of Cells” 
表 2. 两版本教材《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章节习题数量统计 

类型 判断 选择 填空 简答 综合应用 作图 实验 论文 共计 
人教版 3 19 4 6 3 1 2 3 41 
百分比 7.3% 46.3% 9.8% 14.6% 7.3% 2.4% 4.9% 7.3% / 
苏教版 0 3 2 8 4 1 3 0 21 
百分比 0% 14.2% 9.5% 38.1% 19.0% 4.76% 14.2% 0% / 

注：因有些题目分为多个小题并涉及多种题目类型，因此总题量统计与上文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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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题目类型中，判断、选择、填空难度较低，以简单基础的生物知识为主，考查学生对生物概

念的理解记忆情况；而简答、综合应用题难度中等，主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归纳概括和迁移能力，将所学

知识运用于生活情境中从而解决问题；实验设计和论文难度较大，重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

力。 
由表 2 分析可知，人教版课后习题中客观题占比 75%以上，其中选择题更是占比 50%，更贴近新高

考试题中的客观题和简答题的分数分配情况，且题型多样化相较于苏教版更为丰富，并不是简单的应试

题型，增加了作图、实验设计以及科学写作等开放型试题，说明人教版课后习题难度呈梯度上升，注重

基础概念的巩固复习又兼顾学生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苏教版中客观题占比较少，而简答题和综合应用题

占比最高，达到 57.1%，集中考察中等难度的题型，说明苏教版更注重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以及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舍弃了对于基础知识、概念的巩固复习。 

2.2. 习题目标指向 

“以核心素养为宗旨”是生物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研究生物学核心素养在课后习题中的渗透

具有积极意义。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结合《新课程标准》

中对四个维度的核心素养的定义以及赵占良[9] [10]对核心素养的理解，并参考代琪[11] (2022)对于生物

学科核心素养要素的分析，笔者总结《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章节在核心素养各维度的体现。生命观

念是学生观察并理解生命现象、事实后保留在头脑中的意识、观念和思想，本章节主要内容为细胞的代

谢，涉及结构与功能观、稳态与平衡观、物质与能量观等生命观念；科学思维是运用科学的态度和思维

方法认识事务、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能力，本章节主要包含该维度下的归纳与概括、演绎与推理、模

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等要素；科学探究是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生物问题、现象并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探究

和交流结果的能力，本章节中酶的专一性、高效性、影响酶活性的条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探究，光合

色素的提取与分离等探究实验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增强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能力；社会责任指学生

基于生物学知识对社会议题做出理性的判断，形成生态意识并践行环境保护，本章节学生可运用相关生

物学知识，解决农业生产实践等生活问题。基于此对课后习题的分析如下例题所示： 
例 1：人教版必修一第 96 页“练习与应用”中“拓展应用”第 1 题(见图 1)，此题考察光合作用与呼

吸作用的综合影响因素及对环境的影响。 
 

 
Figure 1.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96,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question 1 
图 1. 人教版必修一第 96 页“练习与应用”的第 1 题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两方面的综合能力。关于农田松土利与弊的分析主要

考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以及归纳概括能力，学生首先需要掌握农作物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相关规律以

及影响因素，结合现实环境全方位综合考虑，从而提炼总结出松土的利与弊；其次学生需结合运用本章

相关知识，关注“农作物产量提升”、“水土流失”、“全球变暖”等社会性议题，并产生自己的理解和

判断，尝试分析并解决问题，形成生态意识。 
例 2：苏教版必修一第 111 页“本章练习”第 1 题(见图 2)，此题考查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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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zhou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111, “Chapter Exercises” question 1 
图 2. 苏教版必修一第 111 页“本章练习”第 1 题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两方面的综合能力。流程图和第 3 问分别考查学生的

归纳概括能力、模型建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根据归纳本章学习的细胞中能量转换和利用的内容完成光

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二者的相互联系的流程图模型，并判断题干信息正误给出合理的解释；第 1 问和第 2
问考查学生生命观念中的物质能量观和结构功能观，第 1 问学生首先要熟知叶绿体的结构才能够准确描

述叶绿体如何利用转化光能进行光合作用，第 2 问需要学生对细胞呼吸的阶段充分掌握，同时纵观整个

光合和呼吸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变化，意识到物质的转换伴随着能量的转移，才能运用此观念解释生物

学现象。 
根据上述分析思路，笔者对每道习题中涉及的素养进行分析，由于一道习题可能涉及到考查多个素

养，因此采用比较频率的方法，将习题涉及到的每个素养记为“1”，最后相加合计并计算频率进行统计、

比较与分析，两种版本课后习题中渗透的学科核心素养维度的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the four literacy dimensions in the after-class exercises 
表 3. 四个素养维度在课后习题中的分布频率 

版本 
素养维度 

总计 
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社会责任 

人教版 14 19 4 2 39 

百分比 35.9% 48.7% 10.3% 5.1% 100% 

苏教版 7 9 5 5 26 

百分比 26.9% 34.6% 19.2% 19.2% 100% 
 

由表 3 可知，两个版本中，科学思维这一素养考查频率都是最高的，生命观念其次，人教版习题对

于生命观念的考查多集中在选择题等客观题中，促进学生将概念内化为意识和观念，科学思维的考查频

率 48.7%，几乎占了半数习题，渗透在各类题型中，但对于科学探究以及社会责任素养的考查过少，易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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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重视学生此方面素养的培养。苏教版对于四个维度的核心素养考查频率较为均衡，

有利于一线教师全方面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3. 人教版与苏教版课后习题特征总结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总结两个版本教材课后习题特征都具有题型多样化、注重情境创设、素养指向

全面等特点。 

3.1. 题型多样化 

题型上既有选择、填空、简答，实验设计等多种常规题型，同时增加了作图题、概念题、综合应用题

等，也包括需要自主查找搜集资料，进行科学写作的题型，践行新课标中评价多元化的理念。如两版本

教材都针对光合作用或呼吸作用的过程设计了流程图题(见图 2 和图 3)，帮助学生快速熟悉反应过程，巩

固新知。 
 

 
Figure 3.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106,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Photosynthe-
sis” question 3 
图 3. 人教版必修一第 106 页“光合作用”练习与应用——概念检测第 3 题 

3.2. 注重情境创设 

题干信息注重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迁移运用，情境类型众多，包括不限于学生真实生活、农业

生产、疾病诊疗、药物开发、社会热点议题等，如人教版章末练习中涉及到了目前碳排放的国际热点(见
图 4)，在考查光合作用知识的同时，辐射到关于植物生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需要学生运用整体思维统

筹考虑，寻找论点和论据，言之有理即可。 
 

 
Figure 4.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108, review 
and improvement question 2 part (4) 
图 4. 人教版必修一第 108 页复习与提高第 2 题第(4)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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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素养指向全面 

两版教材每一习题都蕴含一至多个核心素养维度，总体统计本章节习题所考查的素养维度如表 3 所

示，每版教材均全面涉及四个学科核心素养，其中更偏重于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可见生物学课程作为

一门科学课程，其核心概念和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是重中之重。 
综合分析，两版本习题特征差异在于人教版题量更大，为苏教版的两倍，且难度跨度更为明显，从

最基础的单个知识点的考查到最复杂的科学论文写作，使课后习题难度等级螺旋化上升；苏教版的题量

少，舍弃了相对于基础的客观题，因此每一道习题需要耗费的平均时间相较于人教版更长，但从核心素

养考查频率角度，苏教版更为均衡，人教版偏重生命观念与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社会责任偏少。 

4. 人教版与苏教版课后习题应用建议 

结合上文各维度的分析情况以及两版本课后习题特征总结，笔者提出了三条不同版本课后习题的应

用建议：1) 分析学情，因生制宜；2) 目标指向，筛选习题；3) 课上课下，双线进行。 

4.1. 分析学情，因生制宜 

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应对学生的知识经验、能力技能深入分析，筛选与之匹配的习题，帮

助学生巩固知识并提升能力。对于基础较差、能力薄弱的学生先注重基础概念的考察与掌握，选择人教

版中的客观题和简答题等，而对于思维敏捷、水平较高的学生，基础的考察不适合促进学生的发展，选

择两版本教材中具有一定难度的习题进一步提升学生能力，落实核心素养。 
例如人教版中《酶的特性》课后习题(见图 5)中的概念检测模块涉及“酶的专一性”、“酶的化学本

质”以及“酶的作用条件”等基础概念考查，适合基础薄弱的学生练习；而拓展应用模块关于“反应物浓

度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这一习题，在基础概念的基础上，注重考查学生对于作用条件变化对酶促反

应速率影响的数学模型构建等科学思维，适合学有余力的学生挑战。 
 

 
Figure 5.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85, “Characteristics of Enzymes” after-class exercise 
图 5. 人教版必修一第 85 页《酶的特性》课后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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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目标指向，筛选习题 

在当前国家“双减”背景下，习题追求“少而精”，盲目大量的练习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且不同

的生物内容需要掌握的程度不同，教师应根据本节课学习目标以及侧重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中某一维度筛

选合适的课后习题，有针对性和侧重性的指向目标。例如课标中关于“酶的本质”的次位概念为“说明

绝大多数酶是一类能催化生化反应的蛋白质”，主要涉及核心素养中生命观念这一维度，对学生的要求

为理解、说明。苏教版教材中的本节练习(见图 6)通过让学生寻找身边的酶并思考其作用，很好地将生活

实际与课本知识联系起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一次位概念。 
 

 
Figure 6. Suzhou Education Press compulsory 1, page 80, “Life Activities Need Enzymes and Energy 
Substances” after-class exercises 
图 6. 苏教版必修一第 80 页《生命活动需要酶和能源物质》课后习题 

4.3. 课上课下，双线进行 

不同难度、类型的习题应当在合适的时间让学生完成。对于相对简单，只涉及课内学习内容或是对

所学知识简单迁移应用的习题，可作为随堂练习，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形成重要概念；而对于开放型答

案、需课外搜索资料的习题，教师应留有充足的时间由学生课下完成，并积极鼓励学生合作交流，共同

发展。例如人教版本章节复习与提高模块关于“化石燃料开采的利弊综合分析”课后习题中(见图 4)，学

生需要查阅各方面的相关资料并进一步整理综合分析，总结论点和论据，完成简要评述，这在有限的课

堂时间和工具中学生很难完成，需要利用课余时间以及书籍、网络资料等，并且学生的交流讨论可以使

分析更为全面、客观，教师应将此习题安排给学生课后完成，并提供学生之间交流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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