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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科教学中引入生活科技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金山区教育学院    丁永章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课程改革总体要求和生命科学学科教学要突出生命观念、理性思维、

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素养这一培养任务，结合学科教学特点和教学实践智慧，对学

科教学中如何引入生活科技教育作出回应。全文在梳理学科教学与生活科技密切关联的专题

类知识的基础上，试图从在课程教材建设中如何开发生活科技，在教学策略设计中如何注入

生活科技，在综合分析题例中如何体会生活科技，在专题实践活动中如何体验生活科技等方

面做讨论。旨在让生命科学教学更好地传播生活科技发展，让飞速发展的现代生物科技技术

造福人类。 

关键词：生命科学  学科教学  引入  生活科技 

一、问题的提出 

新的课程体系所明确的指导思想旨在“构建以德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为重点、以完善学习方式为特征、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标志，关注学生学习经历和

促进每一位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1”。生命科学学科也明确提出了以“认识生命、探索生命、

感悟生命”为维度的核心能力，在这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创设学习情境，开发实践资源，为

学生提供多种学习经历，实现知识的传承、能力的发展和积极情感的形成。如何更好的倡导

合理灵活地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和技术进行学习，实现学以致用，让生活更美好。本文作者以

为引入生活科技教育在生命科学学科教学中可以实现让生命科学教学更好地传播生活科技

发展，让飞速发展的现代生物科技技术造福人类这一教学目标任务。 

二、与生活科技专题类关联知识的梳理 

依据现行《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高中生命科学》课程教材，以学习内容与相

关生活科技、生活科技教育的相关探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生活科技教育中相关科学态度

和科学世界观三个观测维度，对基础型课程教材内容展开文本内容分析。我们发现，与生活

科技专题类关联知识涉及到各章节，但主要与走近生命科学、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生物多

样性、遗传和变异和生物工程等（单元）专题内容关联密切。具体关联性内容详见表 1、表

                                                             

1 上海市课程纲要 



 

2 

 

2、表 3。 

表 1  学习内容与相关生活科技（基础部分） 

学习内容 相关生活科技 

生物体中的化合

物 

认识颜色反应在营养成分检测中的作用 

细胞膜 运用细胞吸水原理解释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有关现象 

病毒 关注病毒应用及其与人体的健康关系 

与病毒相关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物质变化和能量

转换 

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运用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人们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无氧呼吸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在生产实践和生活中的应用 

关注合理营养的方法及其重要性 

免疫 人工免疫及疫苗 

植物激素 生长素及其类似物在生产上的应用，滥用植物激素的危害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对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发展前景和可能带来的安全性

问题 

细胞分裂与分化 细胞分裂的异常与疾病的关系 

细胞全能性的应用 

细胞工程 组织培养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和作用 

克隆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论理道德问题 

遗传与变异 遗传育种和人工诱变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人类遗传病的危害与预防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 

人口问题 人口增长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压力 

人类活动对物种、生态和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表 2  生活科技教育的相关探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的归纳 

学习内容 相关探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生活科技教育） 

走进生命科学实验室 科学探究方法与技能 

生命的物质基础 科学探究的一般步骤 

生命的结构基础 辩证逻辑思维（需要和适量的辩证关系） 

病毒（发现历程） 形式逻辑思维（结构与功能相统一） 

光合作用（研究历程） 科学思维方式（批判性思维） 

生长素（探索史） 科学思维方法和探究方法 

神经和激素调节 辩证逻辑思维（平衡与调节的辩证关系） 

DNA是遗传物质的实验证据 科学探究方法 

DNA半保留复制的实验证据 科学探究方法 

遗传规律（孟德尔实验） 科学探究方法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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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逻辑思维（遗传与变异的对立统一） 

进化理论（达尔文生平和科学活动） 科学探究方法和精神 

生物多样性 辩证逻辑思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表 3  生活科技教育中相关科学态度和科学世界观的归纳 

学习内容 相关科学态度和科学世界观（生活科技教育） 

走进生命科学的世纪 科学态度（好奇心） 

光合作用 科学态度（创造力） 

生物工程 科学世界观（科学技术是双刃剑） 

遗传规律 科学世界观（人类应遵循自然规律） 

进化理论 科学世界观（生命世界是变化与发展的） 

三大营养物质的变化 科学的膳食观念 

病毒、免疫 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我保健意识 

从上述表 1、表 2、表 3 中可以发现，高中生命科学课程教材中所涉及的生活科技内容

领域广泛，主题丰富，在培养学生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提升探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法有侧，

这就为我们开展学科教学中引入生活科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平台。 

 三、教学中引入生活科技教育的实践 

（一）在课程教材建设中开发生活科技教育 

基于对课程教材三个观测指标的分析，在全面理解教材编写意图的基础上，实践中，我

们展开了对现有教材的开发性建设，对走近生命科学、生命的基础、生命的物质变化与能量

转换、生命的信息、生命的延续、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七个教学

单元进行了生活科技内容的开发，与此同时提出了教育活动示例。详细内容见表 4。 

表 4  相关单元主题下的开发的生活科技内容与教育活动示例 

单元及主题 开发的生活科技内容 教育活动示例 

第一单元 

走近生命科学 

以生命科学学科前沿“一隅”

为内容，感受生命科学发展

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和科

学发展的作用。 

查找生命科学最新进展的新闻报道

和相关资料，制作小报、视频或撰

写小论文。优秀作业在教室展示栏

进行优秀作品交流。 

第二单元 

生命的基础 

以实验探究为方式，理解水、

无机盐、各有机物对生命体

健康的作用。 

以建模方式，理解结构与功

能的统一性。 

依据基础实验“食物中主要营养成

分的鉴定”设计相关物质鉴定实验

或设计观察实验，体会不同物质的

生物学意义。 

利用相关材料，制作作品：细胞的

亚显微观结构模型，标出结构与功

能，并展示。 

第三单元 
通过绘制生理过程图，全面

理解新陈代谢的本质。 

根据章节学习内容，在绘制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生理过程图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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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物质变化与能

量转换 

通过“我为农业生产献一计”

活动，学会运用光合作用的

原理解释人们生活和生产实

践中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通过合理营养我安排活动，

理解食物营养对健康的重要

性。 

探索影响因素。 

运用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人们生活

和生产实践中的相关现象和问题，

完成“我为农业生产献一计”创意

设计。 

以小组合作方式，通过走访幼儿园、

小学等学段学校，在了解现状的基

础上，设计一周膳食单，提供给相

关学校。 

第四单元 

生命的信息 

认识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在

育种上运用的原理。 

认识预防遗传病的措施和近

亲结婚的危害。 

认识基因突变的意义与应

用。 

通过模拟实验或实践活动方式认识

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在育种上运用

的原理。 

通过遗传家谱的调查分析，学会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遗传病系谱解释不

同遗传病的遗传规律特点，进而理

解禁止近亲结婚的生物学原理，评

价优生对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意

义。 

通过收集人工育种方法的实例，认

识各种人工育种方法的特点及优缺

点。 

第五单元 

生命的延续 

认识细胞分裂异常与疾病的

关系。 

认识细胞全能性的应用。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人类疾病

的类型，归纳总结与细胞分裂异常

的有关疾病，并在课堂是作交流。 

走访现代农业园区的组织培养实验

室，认识细胞全能性的应用领域。 

第六单元 

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

发展 

认识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关注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激发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认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对人类

发展的重要意义。 

走访现代农业园区，了解遗传多样

性、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撰写调查报告。 

通过辩论会形式，深刻理会人类活

动对生物多样性的推动意义。 

第七单元 

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 

关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动

物克隆技术的应用。 

认识现代生物技术的安全与

社会伦理。 

关注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类生

存状况的关系。 

通过阅读、讨论等方式概述现代生

物技术的安全与社会伦理，经历对

现代生物技术安全与社会伦理的思

考与讨论过程。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展开主题式

辩论赛，关注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类

生存状况的关系。 

（二）在教学策略设计中注入生活科技教育 

现行高中《生命科学》课程突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联系，力求做到知识、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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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价值观念的统一。我们通过学科教师研训活动，对教材内容中涉及到的生活科技方面

内容结合已有的和开发成的内容进行统整，并在教学过程中作为专题加以落实。 

实践中要把理念、内容系列转化成为具体的操作或实践，需要通过教学设计这一重要的

“中介”来实现。而教学设计是在对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整体

构想，对此，教学策略设计就成为最重要环节。 

教学策略的设计具体表现为教学方法的设计、教学过程的设计。 

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开展生活科技教育通常采用的教学方法有讲授法、演示法、谈

话法、讨论法、练习法、实践法、引导式探究法、尝试法等，还采用调查、收集资料、分析

资料、模拟、角色扮演、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针对生活科技教育特性，主要实现学生学习

的方法、思考的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培养，最终让学生学会学习。

所以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学习策略的指导。 

在教学过程的设计方面，突出“学与教”共同性，实现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习得，积极主

动地获取知识与技能，重视过程与方法，并形成一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学过程中充分

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从

而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实现学以致用。 

实践中，我们总结归纳了“五意识”的衡量标准，教师既可参照标准进行教学设计，还可

对照标准对教学设计作出调整。 

一是否具有“标准意识”。重在考察设计能否给学生提供机会去体验主动学习和探究的过

程和经历，通过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形成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二是否具有“课程意识”。重在注意对教材内容的补充、拓展和延伸，开发和开放课程资

源。教师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以及网上信息资源，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实际中与

学生有关的学科问题，以及生命科学的新进展，使这些生物学信息成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三是否具有“问题意识”。强调通过设计真实、复杂、具有开放性的问题情境，把社会问

题或社会普遍关注的生物事例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在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过程中实

现提示问题意识与能力。 

四是否具有“探究意识”。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与合作交流，突出实验操作、

观察发现、设计实验、调查研究、分析归纳、收集数据、交流观点、探究问题、课题设计、

角色扮演、实践体验等探究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的强烈意识，在解决科技发展带

来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发展科技。同时要把视野指向课堂外、学校外，充分挖掘相关的课程

资源，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进生活，去调查、去实践、去研究、去应用、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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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中去感受科技的力量。 

五是否具有“人文意识”。强调课程所蕴涵的人文素材的挖掘，培育求实、质疑、批判、

创新、合作等科学精神；强调对生物进化论思想和生命本质的哲学思索；对丰富美育资源的

感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所蕴涵的生态道德的教育，实现培养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有

机结合。  

例如，“非细胞形态的生物——病毒”这节课，内容选自高中《生命科学》主题二“生

命的基础”。这节课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以及病毒的形态和结

构，能举例说明病毒与人类的关系，通过学习病毒与人体疾病的关系，感悟增强自我保健意

识和能力的重要性。教学中以师生对话引出主题，在学习了病毒的基本特征、形态和结构基

本知识之后，有关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就是引入生活科技教育的最好教材。教师首先提问：病

毒对人类有益的方面是什么？学生回答：利用噬菌体杀灭细菌、仙台病毒促细胞融合等，接

着教师列举大量实例给予补充，例如感染病毒后产生的郁金香新品，利用病毒杀灭烧伤病人

体内的绿脓杆菌，利用病毒杀灭棉铃虫即生物农药，由灭活或减毒的病毒制成的疫苗，作为

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的实验材料等等，并强调人类今后还可以发挥病毒更多的作用。然后，

继续提问：病毒有害的方面是什么？由此引出关于艾滋病的讨论。讨论以后进行课堂交流总

结，让学生明确艾滋病是获得性人类免疫缺陷综合症；HIV是一种 RNA病毒，容易变异；性

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握手、共用餐具、共用厕所、公共游泳池、

蚊子叮咬等不会传播艾滋病；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要平等对待

艾滋病患者。与此同时，布置课外作业：从预防接种卡上了解自己对哪些病毒性疾病已有了

免疫力，与父母交流接种情况和预防疾病的知识。这样将课堂教学延伸至课外教育。 

（四）在综合分析题例中体会生活科技教育 

综合分析题是提升与检验学生学习生命科学学业水平重要形式，也是学生体会生活科技

意义主要方式之一。因而在开展生活科技教育过程中，如何设计好、使用好综合分析题需要

学科教师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要关注试题要素。在常规的以综合分析形式呈现的问题无论简单与复杂、抽象与具

体，一道试题应包括测量目标、问题情境、设问三要素。测量目标是指试题考查的学习的三

维目标。问题情境有简单情境和复杂情境之分。简单情境可以直截了当，也可来自教材内容

直接引用；复杂情境可以是多个简单情境的复合，也可以是全新情境或复杂关系情境（对学

生而言），这类情境旨在测试学生灵活应用已学的知识和技能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也是引导学生关注该生活科技内容的应用领域、发展前景，因此情境式问题在生活科技教育

中为广泛应用。另外，综合分析题中的设问部分是最核心的部分，用以引导考生做出所要求

的应答。一类为“是什么”的问题，结论中含有事实性要素；一类是“为什么”的问题，要

求学生说明原理或理由或意义；一类为“怎么样”的问题，要求学生说明用怎么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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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一类是“又会怎样”的问题，是当情境条件发生变化时，又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实。 

例题：关于细胞工程中的综合分析题
2
。 

某研究者用抗原（A）分别免疫 3 只同种小鼠（X、Y 和 Z），每只小鼠免疫 5 次，每

次免疫一周后测定各小鼠血清抗体的效价（能检测出抗原抗体反应的血清最大稀释倍数），

结果如图所示。 

若要制备杂交瘤细胞，需取免疫后小鼠的 B 淋巴细胞（染色体数目 40 条），并将该细

胞与体外培养的小鼠骨髓瘤细胞（染色体数目 60 条）按一定比例加入试管中，再加入聚乙

二醇诱导细胞融合，经筛选培养及抗体检测，得到不断分泌抗 A 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回答

下列问题： 

（1）制备融合所需的 B 淋巴细胞时，所用免疫小鼠的血清抗体效价需达到 16000 以上，

则小鼠最少需要经过 （    ） 次免疫后才能有符合要求的。达到要求后的 X、Y、Z 这 3 只

免疫小鼠中，最适合用于制备 B 淋巴细胞的是（    ）小鼠，理由是（       ）。 

（2）细胞融合实验完成后，融合体系中除含有未融合的细胞和杂交瘤细胞外，可能还

有（         ），体系中出现多种类型细胞的原因是（          ）。 

（3）杂交瘤细胞中有（       ）个细胞核，染色体数目最多是（      ）条。 

（4）未融合的 B 淋巴细胞经多次传代培养后都不能存活，原因是（        ）。 

（五）在专题实践活动中体验生活科技教育 

专题实践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校内通过设定论题开展辩论，校外利用现代农业园区资源

落实主题式实践活动。 

1. 在辩论中确立主题式思想 

现代科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一定也会带来负面场。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伦理学原则，

这是目前科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对此，

                                                             

2 选自 2014新课标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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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主题辩论，让学生明白“辨证看待现代生物技术，合理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的道理，

关注社会问题。通过辩论让学生拥有自己的主张，运用相关的各种事实进行独自的分析和判

断，每个人在反复推敲中作出判断，如，事实依据是否妥当，自己收集的资料是否充分。 

下面我们介绍几个有关“现代生物技术”的辩论题，以矛盾型、对立型和比较型三类辩

论题为例，供大家参考使用。 

矛盾型辩论题如“克隆技术是否有利于人类发展？”。 

正方辩题是：克隆技术有利于人类发展。 

反方辩题是：克隆技术不利于人类发展。 

对立型辩论题如“克隆人是福音还是噩耗？”。 

一方阐述福音；另一方阐述噩耗。 

比较型辩论题如“克隆技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一方侧重表述利大于弊；另一方侧重阐述弊大于利。 

2.在实践中形成主流价值 

金山现代农业园区是本区教育基地，也是上海 12 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之一。在 51 平方

公里的现代农业园区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上海农业科普馆（金山馆）、金山农村新天地、

中华村农家乐、高标准万亩设施粮田、无农药蔬菜生产示范基地、现代种子种苗基地、奶牛

养殖基地、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草坪种植基地、玉环灵芝培植基地、出口花卉园等，充分展

现出了现代都市新郊区的风貌。其中科普教育基地是上海市的中小学生学习现代农业知识的

活动场所。 

为此，我们利用现代农业园区资源，积极探索实生命科学主题式实践活动的内容和途径。

通过对金山区现代农业园区长期的调查研究，结合生命科学课程内容及学生兴趣，挖掘出一

系列相关资源，围绕提升学生探究能力的核心目标形成系列主题，由生命科学实践活动的主

题延伸二级主题，根据各主题间的相互关系，将实践活动课程的落实以主题深化（图 1）、

主题辐射（图 2）两种途径。 

图 1   主题深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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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题辐射途径 

案例：由“生物多样性”引出生命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主题实践活动。 

教材第 10 章“生物多样性”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人类的切身利益是有密

切联系的，所以说，这章是进行生命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教育的最好机会，因为人是自然的一

部分，每一物种对人类都具有潜在的价值，一个物种的丧失可以影响到其他物种的生存，所

以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为了人类自身的长久福祉，必须树立起造

福今世，又造福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同时，也使学生懂得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一个人

的义务和责任，应落实到自觉的行动上。 

从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方面去设计调查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遗传多样性”，组织学生收集丰富的实例，课前布置学生以小组形式收集、整理资料，

进行调查活动，如调查特种水产养殖基地、草坪种植基地、玉环灵芝培植基地、出口花卉园

等。增加学生的实践体验，并结合遗传学知识，帮助学生理解遗传多样性的本质。关于“物

种多样性”，组织学生开展不同生境中物种丰富度的调查，如现代种子种苗中的物种多样性

情况，使学生学会生态学调查的相关方法和技能。关于“生态系统多样性”，组织学生拍摄

生态系统的精彩图片或录像，到课堂上交流和讨论，帮助学生理解生态系统多样性，使学生

建立起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 

四、实践中的再思考 

经过多年的理性思考和教学实践，我们对生命科学学科教学中引入生活科技教育的价值

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当今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迅速发展之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

维方式、生活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上述的总结与呈现的案例只是提供讨论样式，

如何更好的开发生活科技内容，既要依据课程标准，又要符合学生发展、教育发展和时代发

展要求，还要与就近的教育资源相关联。如何在高标准实验室建设的同时，建设适用、好用

的实验室标准设计，也要我们作出科学考量。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基于学生生活

科技思想发展的评价评估系统的综合性课程，需要作出全局性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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