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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高中生生物学核心素养是生物学课程的核心任务，教学过程中善用新媒体是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

新途径。采用问卷法对257名高中生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高中生对新媒体的应用、对待新媒体的态度

以及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高中生对待新媒体的态度越积极，越有利于生物学

核心素养的形成。因此，提出了基于新媒体直观性、交互性、片段化等优势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教学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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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ng biology core literac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the core task of biology curriculum. Mak-
ing good use of new media is a new way to cultivate biology core literacy. Using a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257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 find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new media and their biological core literacy. The more positi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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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oward new media, 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biolog-
ical core literacy. Therefore, a teaching strategy to cultivate the core literacy of biology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such as intuitiveness, interactivity and fragmentatio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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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到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概念，是指学生通过生物学课程

的学习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真实情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

生物学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1]。虽然课程标准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其

中仍有很多内容比较晦涩难懂。单一地通过生物学课本进行教学，不足以让学生形成较强的生物学核心

素养。电脑、手机等移动终端向用户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的新媒体，如 B 站、抖音/小红书、微信公众号、

微博、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等，极大提高教学效率和兴趣，打破时间、空间、设备等条件的限制，

拓宽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培养途径和模式。 

2. 应用新媒体辅助培养核心素养现状分析 

王雪丽认为以新媒体为核心，能提升学生逻辑思维，为学生保持优良思想品质及较高道德素养提供

教育保障[2]。刘敏老师认为利用新媒体平台提供的开放性资源、虚拟现实技术与多元平台手段开展美育

教育，可以帮助掌握语言技能和提高学生的任务素养[3]。刘璐、王信等人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在提升高职

体育教学的互动性以及支持个性化学习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教

学热情[4]。吕杰提出教师应依托数字技术促进音乐教学模式、学习方式、评价过程、成果展示等方面的

改革，构建生动逼真的音乐实践场景，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5]。基于多篇文献的启

发，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探究新媒体辅助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策略。 

3. 新媒体辅助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调查与分析 

Table 1. Questionnaire design 
表 1. 问卷设计 

维度 题目 分析问题 

新媒体应用概要 

6~7 新媒体平台的种类和特征 

8~9 新媒体的使用时间和频率 

10 新媒体的应用分类 

11~12 新媒体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新媒体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影响 
15 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认知水平 

16~20 新媒体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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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编问卷，随机抽取 257 名高中生(其中，高一学生 76 人，占比 29.6%；高二学生 101 人，占比

39.3%；高三学生 80 人，占比 31.1%)作为样本，问卷统一用 SPSS27.0 软件进行分析。问卷设计(见表 1)，
分为新媒体应用概要和新媒体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影响两个维度，新媒体应用概要包含 4 个问题。其中

新媒体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影响包含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认知水平和新媒体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关系 2 个

问题。 

3.1. 高中生使用新媒体的现状 

3.1.1. 新媒体平台的种类和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表 2)，高中生常用的新媒体平台的种类十分多元。其中 B 站的占比最高，达 35.4%；

其次为抖音/小红书平台，占比为 32.3%；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占比分别为 17.9%和 12.5%；选择 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的学生只有 1.9%。说明高中生对于大众化的新媒体平台很熟悉，而对 NOBOOK 等相对

专业化的新媒体资源不够了解。 
 

Table 2. Type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表 2. 新媒体平台的种类 

种类 B 站 抖音/小红书 微信公众号 微博 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 

人数(人) 91 83 46 32 5 

百分比(%) 35.4 32.3 17.9 12.5 1.9 

 
表 3 的结果显示，高中生对新媒体的直观性、交互性、片段化、可重复观看和自主选择性的各项特

征优势均较为认同。如对新媒体的可重复观看等特征认同度占比为 22.2%。 
 

Table 3. The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 of new media 
表 3. 新媒体的特征优势 

优势 可重复观看 交互性 片段化 自主选择性 直观性 

人数(人) 57 50 50 51 49 

百分比(%) 22.2 19.5 19.5 19.8 19.0 

 
可见，借助新媒体平台促进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发展途径可行，一方面教师应积极探索 B 站、抖音、

小红书等使用率高的新媒体及其特点，把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和此类新媒体有效结合起来。另一方面

可搜索、分类、优化 NOBOOK 等相对专业化的优质资源，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并引导推广。 

3.1.2. 新媒体的使用时间和频率 
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表 4)被调查的高中生中，新媒体的接触全覆盖，普遍接触时间较长。其中接触

4 年以上的高中生占比 19.5%；而接触时间范围在 2~3 年和 3~4 年间的超过半数，高达 60.7%，说明高中

生完全具备使用新媒体进行学习的条件。 
 

Table 4. Tim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access and use new media 
表 4. 高中生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时间 

时间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 年以上 

人数(人) 19 32 70 86 50 

百分比(%) 7.4 12.4 27.2 33.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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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结果显示，新媒体的使用频率较高。51.4%的高中生经常使用新媒体，27.6%的高中生有时使用

新媒体；只有 0.4%的高中生从不使用新媒体。说明新媒体已经渗透到高中生的日常生活中，部分高中生

对新媒体产生依赖性。 
 

Table 5. How often high school students use new media when they can 
表 5. 高中生在条件允许时使用新媒体的频率 

频率 总是使用 经常使用 有时使用 偶尔使用 从不使用 

人数(人) 24 132 71 29 1 

百分比(%) 9.3 51.4 27.6 11.3 0.4 
 

因此，教师在利用新媒体辅助发展核心素养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批判使用新媒体，合

理分配时间精力，化玩为学。 

3.1.3. 新媒体的应用分类 
调查结果(表 6)显示，大多数的学生仅关注新媒体的娱乐性，只有少部分学生利用新媒体进行学习，

高中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Table 6. Application classification of new media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6. 高中生使用新媒体的应用分类 

用途 休闲娱乐 人际交往 查找生物学信息 网上购物 其他 

人数(人) 119 68 46 13 11 

百分比(%) 46.3 26.5 17.9 5.0 4.3 

3.1.4. 新媒体在生物学中的应用 
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表 7)，高中生注重利用新媒体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其中教材讲解的占比

最高，达 27.6%；其次为考题讲解，占比 25.3%；学习方法和思维导图分别为 18.3%和 16.3%；选择科普

知识的学生只有 12.5%。说明高中生重视基础知识的掌握，忽视学习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Table 7. Types of biological information searched by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7. 高中生侧重搜索生物学信息的类型 

类型 教材讲解 考题讲解 学习方法 思维导图 科普知识 

人数(人) 71 65 47 42 32 

百分比(%) 27.6 25.3 18.3 16.3 12.5 
 

表 8 结果显示，在生物学信息呈现方式上：视频形式的占比达到了 48.6%；其次是图片形式，占比为

22.6%；选择其他呈现方式(文字、音频、直播)的共占 28.8%。说明高中生更偏好以视频、图片的形式呈

现的生物学信息。 
 

Table 8. Present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biased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 new media 
表 8. 高中生偏向生物学信息在新媒体上的呈现形式 

形式 视频 图片 文字 直播 音频 

人数(人) 77 18 16 12 7 

百分比(%) 48.6 22.6 16.7 7.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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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以视频、图片为载体，向学生讲授多种类型的生物学内容，使高中生

在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重视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3.2. 新媒体对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影响调查 

3.2.1. 高中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认知水平 
由表 9 可知，显著性 p = 0.001 < 0.01，差异极显著。说明高中生在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高中生对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认同度较高，而对生命观念

和社会责任的认同度较低。教师可根据学生对新媒体的喜好，加强生命观念和社会责任的培养，促进生

物学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Table 9.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biological core literacy cognition level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9. 高中生生物学核心素养认知水平差异性分析 

 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社会责任 以上都是 

δ −11 17 24 −30 0 

df 4 

p 0.001** 

注：**表示 p < 0.01。 

3.2.2. 高中生对待新媒体的态度与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相关性 
将问卷中第 16 题和第 17、18、19、20 题分别进行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均得出 p = 0.037 < 0.05，

r = 0.9 (表 10)，说明高中生对待新媒体的态度和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之间差异显著，且存在显著的正向

相关关系。高中生对待新媒体的态度越积极，越有利于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形成。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

形成积极的使用态度，充分优化并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发展高中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Table 10. Analysis on the relativity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to new media and cultivating biological core literacy 
表 10. 高中生对待新媒体的态度与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相关性分析 

 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社会责任 

显著性(p) 0.037* 

相关系数(r) 0.9 

注：*表示 p < 0.05。 

4. 新媒体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 

4.1.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新媒体，提高新媒体素养水平 

相关调查研究显示，高中生的新媒体素养处于低水平阶段，不能对新媒体信息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

大多数的学生使用新媒体用于娱乐社交，甚至部分学生存在依赖、沉迷、上瘾等现象。对此需要国家、

家庭和学校共同的努力，创建健康的网络学习环境，以增强高中生的新媒体素养。首先，国家需健全完

善的监管体系，净化传播信息，积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

界观。学校可借助抖音、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传送正能量的内容，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

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教育的配合，家长要以身作则，自觉提升自身的新媒体素养，给自己的孩子

起到正确的引导与示范。同时也要加强对高中生上网的监管，严格控制上网时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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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发挥主流新媒体优势，全面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 

相对于抽象的文字描述，学生更注重内容的形象化和直观性。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喜好，借助主流

新媒体平台展示一些生动的视频资源或者形象的图片资源。例如，讲解《特异性免疫》时，教师选择 B
站、抖音等主流新媒体，呈现免疫过程的动画视频，强化学生对抽象知识的感知和体验。在观看视频的

过程中，学生可以看到免疫细胞的作战过程，学生不仅可以看到免疫细胞扮演的角色以及合作机制，直

观地感受生命过程的精致和奇妙，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意识。然后引导学生将人类和免疫细胞类比，领

悟社会的稳定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与合作，进一步落实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3. 利用专业化新媒体平台，构建培养生物学核心素养新途径 

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实验教学是生物学课程的重要组成形式，部分实验操作步骤多且周期长。教师

可以根据实验的特点，利用专业化的新媒体平台 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开展虚拟实验。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https://gzsw.nobook.com/index.html)是北京乐步教育科技公司开发的一款教学平台。

NOBOOK 生物虚拟实验室采用 3D 技术，实验材料和仪器高度仿真，利用鼠标即可完成实验操作并迅速

观察到实验结果，克服某些实验安全性和时空的限制。例如，“比较过氧化氢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分解”

涉及的实验仪器和药品较多，实验材料要求较高且具有危险性。实验可以使用“虚实结合”的方式进行

教学，让学生通过 NB 虚拟实验室先熟悉实验流程，消除学生动手操作实验的紧张感，减少真实实验中

的安全隐患。通过专业化新媒体平台，可拓宽实验教学的边界和深度，提供更安全和自由的学习环境，

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的实验热情，有利于落实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核心素养的培养[7]。 

5. 结论 

在当前数字化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将新媒体与高中生物教学形成有机结合，打破了传统生物教学中

时空的限制，教师借助 B 站、抖音等主流新媒体，或者虚拟仿真实验等专业化的新媒体资源，丰富生物

课堂的教学形式，使生物教学呈现新样态，极大提高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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