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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相关政策探讨了高中与大学衔接的必要性和社会重要性，简要分析高中与大学生物教学衔接脱

节的原因，进一步通过具体的案例促进高中与大学生物教学的衔接，最后探讨出衔接脱节的应对策略。

构建贯通一致的教育体系，从而实现高中与大学教学内容的合理衔接，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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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social importance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n connec-
tion with relevant policies, briefl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biology teaching, further promot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biology teaching through specific case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coping strat-
egies of the disconnection. The purpose is to construct a consistent education system, so as to realize 
the reasonabl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content, and help students 
to build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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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最早将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预科教育[1]。进入 80 年代后，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

衔接形式多样化。一些关于衔接问题的研究是由大学教师进行的，而一些高中生物教师并没有主动参与

[2]。高中生物是生物学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则是生物学专业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3]，在高

中生物课程中，学生主要学习了分子与细胞、遗传与进化、稳态与调节、生物与环境、生物技术与工程

等内容，这些知识为学生理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基础。 

2. 高中与大学生物衔接的必要性和社会重要性 

2.1. 国家政策导向 

教育部 2021 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借鉴试点省份改革经验，促进新高考平稳

运行[1]。这就需要加强高中与大学之间的联系。探索教育体系的新融合，新高考政策不仅要求大学向下

看，也要求高中向上看。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也提出建议：试点建设科技高中，探

索大学与高中教育相衔接的新型人才贯通培养模式，超常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2.2. 平稳过渡导向 

高中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可以帮助学生平稳过渡到更高的学术环境。在高中阶段，学生主要接受综合

性的教育，而在大学阶段，他们将面临更深入的学科学习和专业化的课程[4]。通过有效的衔接，学生可

以逐步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和要求，减少过渡期的困惑和挫败感；高中与大学的学科知识密切相关，将高

中所学的知识与大学的知识进行有机的连接，建立知识的桥梁，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新的概念

和理论，并将之前学习的知识扩展到更高的层次；通过了解大学学习的要求和预期，学生可以更加明确

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职业目标[5]，进一步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 

2.3. 利于生物类专业人才的培养 

高中与大学生物的有效衔接，能够帮助学生提前了解生物类专业，并初步具备专业研究思维。这对

于吸引真正热爱并具备潜力的学生进入生物科学领域至关重要。这样的衔接有助于减轻因学生辍学或转

专业等因素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将科研资金、生命科学领域人脉等资源运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有利于

生物科学类专业高端人才的培养及行业发展。 

3. 高中与大学生物教学衔接脱节的原因 

3.1. 教学方法层面 

高中教学方法与大学教学方法的差距较为明显。由于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高中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更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往往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学生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课本上，思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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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教师的教学方

法大多比较简洁，更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独立思考[6]，学生可能难以适应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的变化，导致了衔接脱节问题。 

3.2. 教学内容层面 

我国教学内容的衔接脱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中阶段学科知识相对零散，缺乏系统

性。二是有些知识在高中和大学中重复出现，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些重要内容在高中阶段没有

涉及，到了大学阶段突然引入，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和迷茫，导致高中和大学的衔接脱节。 

4. 高中与大学生物衔接案例 

高中生物课程涉及细胞生物学、遗传学、进化论、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等，是大学生物专业课程

《普通生物学》的简化版，其内容足以让高中生对大学生物专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高中生物课本内容

精炼，需要教师大量扩充知识。在高中课程中适当融入大学生物学知识，有助于学生理解。学生在考场

上遇到以大学教材内容为题目的试题，会有亲切感，进入大学后也更容易适应大学生物教学的内容。但

需要注意的是，高中生物学科与大学生物的衔接应以高中生物知识为主，大学知识为辅，不能直接加入

大学生物知识，影响高中生物教学[6]。 

4.1. 高中与大学生物衔接研究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学生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来

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在高中与大学教学衔接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发

现和解决问题，从而帮助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教育心理学理论：教育心理学理论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发展。在高中与大学教学衔

接中，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学习动机、学习策略、学习风格等，以便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

合适的教学计划。此外，教育心理学理论还强调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

个性化的教学支持。 

4.2. 案例：细胞呼吸的过程 

4.2.1. 高中生物教材细胞呼吸作用过程 
此案例对应的是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一《分子与细胞》第五章第三节的内容，高中生物教材中对探

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实验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酵母菌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都能进行细胞呼吸，有

氧条件下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水，无氧条件下，酵母菌产生酒精和少量二氧化碳。人教版高中生物必

修一《分子与细胞》根据是否需要氧气将细胞呼吸分为两种类型：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有氧呼吸主要场所为线粒体，第一阶段为葡萄糖分解为丙酮酸和[H]并释放少量能量，第二阶段为丙

酮酸和水分解为二氧化碳和[H]并释放少量能量，第三节阶段为一二阶段产生的[H]与氧气结合形成水并

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4.2.2. 大学生物教材细胞呼吸作用过程 
此案例对应的大学教材为《普通生物学》第一篇第四节的内容，呼吸作用是大学阶段《普通生物学》

中重要内容，大学阶段将有氧呼吸包括三阶段：糖酵解、柠檬酸循环、电子传递链和氧化磷酸化。 
糖酵解的结果是一分子葡萄糖产生两个丙酮酸分子、两个 NADH 和两个 ATP。 
丙酮酸不能直接参加柠檬酸循环，必须形成乙酰辅酶 A，才能直接参与柠檬酸循环，柠檬酸循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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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结果是产生一个 ATP、三个 NADH 和一个 FADH2。电子载体传递电子是有严格顺序的，最后一个

被还原的电子载体把电子传递给 O2，形成 H2O。氧化磷酸化就是指在该过程中合成 ATP，并提出化学渗

透假说来解释 ATP 酶合成 ATP 的机制。无氧呼吸包括乙醇发酵和乳酸发酵：酵母菌利用丙酮酸氧化

NADH，这时丙酮酸转变为 CO2 和乙醇，这种过程被称为乙醇发酵。另外一种发酵产物为乳酸的称为乳

酸发酵。 

4.2.3. 衔接分析 
在高中阶段，学生主要学习两种细胞呼吸方式——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在大学阶段，学生会接触

到更多种类的生物及其独特的呼吸途径。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比较不同生物细胞呼吸的差异，以拓宽他们

的视野。例如，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生物，如酵母菌、乳酸菌和蓝藻，向学生介绍它们的细胞

呼吸途径和特点。通过比较这些生物的细胞呼吸途径的异同，学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细胞呼吸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此外，教师可要求学生思考不同细胞呼吸途径的适应性和进化意义，以帮助加深他们对生物

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 
在大学阶段，学生将了解到细胞呼吸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教师可向学生展示一些有关细胞

呼吸和疾病治疗的前沿研究实例，以激发他们对生物医学研究的兴趣。例如，教师可以介绍有关癌细胞

新陈代谢的研究。研究表明，癌细胞在生长过程中通常依靠异常的细胞呼吸途径来产生能量。通过抑制

这些异常途径中的关键酶或基因，可以削弱癌细胞的能量供应，从而抑制其生长。这项研究为治疗肿瘤

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方法。通过了解这些前沿研究案例，学生可以认识到细胞呼吸在医学中的重要性和应

用价值，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索细胞呼吸与疾病之间关系的兴趣。 
高中与大学生物衔接案例需要生物教师不断去挖掘，结合大学生物专业基础课程《普通生物学》和

人教版高中生物五本教材，做了如图 1 的衔接分析。通过良好的衔接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高中知识，同

时对未来也有所规划，利于国家对人才的培养。 

5. 高中与大学生物教学衔接脱节的应对策略 

为了实现高中与大学的衔接，就要实现教育理念的转变，树立科学的大教育观、科学的人才观和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观。 

5.1. 教育政策方面 

在新高考的背景下，教育部门应完善教育衔接制度，最大限度促进衔接教育的发展，确保政策实施

的有效性[7]。明确高中和大学教育目标以及各教育阶段的责任和义务，最后，政府部门应改革传统的管

理模式，给高校自治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发展办学，例如设立新生适应班，在新生

入学初开设，让学生及时了解大学课程设置、考核制度等等。 

5.2. 教师教育方面 

通过交流互访、集体备课的方式，加强不同教育阶段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大学老师可以在暑假

期间为新生提供网络课程，一是对大学所学课程进行预热，二是通过信息交流群了解学生，帮助学生提

前适应大学课堂。 
确保高中与大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一致性。设计并实施衔接课程，帮助学生熟悉大学生物教学

的要求和特点[8]。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支持，确保教师了解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生物教学所面临的挑战。鼓

励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活动，如实验室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和实践课等。提升学生的综合技能和实践经验。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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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ink diagram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content 
图 1. 高中与大学教学内容衔接图 

5.3. 构建教育衔接体系 

高中与大学作为两个重要的教育阶段，必须在教学层面保持连续性。学校应优化教学组织，合理规

划课表，做好高中与大学的衔接；教学的内容要有科学性，要与时俱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也要创新，教

学方法要实现由单向灌输式向多维互动式的转变，要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式向探究式转变；完善教学评

价机制，既要注重学生的平时成绩，又要考虑学生的未来发展。加强校际合作与交流，开展“高中–大

学合作伙伴”活动，如招生宣传、校园参观等，密切高中与大学的联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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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促进学生角色转变 

学生作为两个教育阶段过渡的主要参与者，要求学生在高中阶段培养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环境适

应能力，以适应教育阶段变化带来的恐惧、惊慌和不适[10]。学生需要明确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明确

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学习新知的能力。其次学生要科学分配时间，还要合理利用物质资源。与同学、

室友、老师等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6. 总结 

中学生物教学与大学生物教学的衔接，其实就是教学内容和学习思路的重心在不同地点之间的转移，

重点在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思路的延伸。作为一名合格的高中生物教师，在给学生讲解不同内容时，

应适当在系统分析大学生物学的内容的基础上(见图 1)，让学生更加高效和明确构建现阶段的知识体系，

并为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培植兴趣和建立根基。高中生物教师在衔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1]，必须加强学

习，完善知识储备，提高思想认识。同时，还要落实学校的课程建设，为高中与大学生物教学的有效衔

接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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