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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科学史是一门生物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边

缘学科，其贯穿于生物教学的始终，重在研究生物科学发

生和发展的历史。对此，教师要加强重视，深入教材，反复

钻研，将教学内容与生物史有机结合，一方面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让其在兴趣的驱动下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培养学

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素养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为深远的

学科探究活动奠定扎实基础。教师可以结合教育理论与实

际教学，围绕生物科学史的作用与运用，着眼于不同环节，

优化课堂教学，落实新课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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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强调，在高中生物教学中要“重视生物科学史

的学习”，将其放在课堂教学的重要位置。生物科学史中蕴

含着丰富的素材，教师将其运用到教学中，不仅能突破传

统，创新引导，给单一的讲解增添活力，还能鼓励学生创

新，使其学习、尝试、借鉴其研究方法与策略，从而优化学

习方法，在不断的实践改善中自我提升，实现科学探究素

养的发展。

一、生物科学史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作用

在生物课堂上引入生物科学史对于教学有很大作

用，不仅能活跃氛围，激发学生兴趣，为其创设良好的学

习情境，还能促进学科与实际的联系，充分发挥学生的能

动性，帮助其构建知识体系，使学生在原有认知上更进一

步，使认知学习更加系统化。

1 .完善知识体系

在学习过程中，部分学生觉得学科难，内容深奥，难

以理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在认知过程中，学生大

多以间接经验为主，缺乏实践探究，知识习得主要借助教

材，而教材内容以理论为主，略显生涩，这就给学生留下

了“难”的印象。对此，教师可借助生物科学史进行改善，适

当引入学科知识与理论成果，以此引导学生认知，让其在

学科史的指引下体验学科形成过程，并尝试在了解的基

础上弄清来龙去脉。在这一过程中，我会适当为学生讲

解科学家科学研究的小故事，尽可能地生动化，由此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让其在兴趣的激励下培养正确的学科态

度。如“抗生素史话”“试管婴儿之父张明觉”“核移植技术

发展”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教师可结合文本，

恰当地引入社会热点，让知识更具时代性与吸引力，在满

足学生好奇心的同时也能培养其学科素养，在无形中完

善知识体系的构建。

2.了解探究方法

生物是一门自然科学，所得理论成果皆离不开科学

家不懈的实验研究。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这一点，在讲解

要点内容时适当插入科学史，引导学生了解科学家在面临

问题、困境时的心境以及采取的对策，由此借鉴一二，总

结出探究方法，并学习其科学探究精神，从而促进自身学

习方法的改善。在教学必修一内容时，其中涉及三位细胞

学家，即克劳德、德迪夫、帕德拉，对此我着重介绍了其研

究过程，并突出其探索精神以及卓越的理性思维，让学生

明白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他们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此

外，在讲解生物膜结构时，我也适当引入科学史，简要介

绍了科学家的假设、推理以及论证过程，以此启发学生，

让其在知识理解的过程中反复斟酌，促进学生理性思维

能力的培养。

3.领会学科思想

深入的学科探究离不开深度思考，把握学科思想是深

入学科探究的关键。对此，在高中阶段，教师要着重培养，

引导学生树立“唯实不唯上”“唯真理不唯前人”的正确意

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长远的学科探究中不断突破，有

更进一步的发展。实际教学时，教师可适当运用科学史。以

必修二内容为例，其中讲述了法国博物学家马克和英国博

物学家达尔文在信奉神创论时代勇于观察、思考，利用大

量实证提出了进化学说和自然选择学说。对此，我将其引

入教学启发学生，让学生在学科史的影响下摆脱理论束缚，

走上科学轨道。此外，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发展以及和谐思

想的培养，鼓励学生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进行探究，并在文本基础上拓展学习。

运用生物科学史，落实科学探究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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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科学史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生物科学史贯穿教学的始终，在课堂中占有重要地

位，将其有效运用到教学中，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唤

醒学生的理性思维，还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

其认知体验，积极感知学科魅力，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态度，并为其深远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1 .导入———激发兴趣，唤醒思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效的导入不仅能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帮助其融入教学，还能激活其思维，唤醒学生

已有认知，使学生顺利开启新知学习。导入是课堂教学的

重要环节，其方式多种多样，教师利用生物科学史创设情

境，能充分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其在求知欲的驱动下主动

探究，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讲解高中生物必修二的第

一章“遗传因子的发现”一课内容时，我就借助科学史进

行导入，成效不错。首先，我引入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此，学生自

然联想到“遗传”，但其认知有限，无法准确说出缘由。这

时，我就追问：“为什么我们和自己的父母有那么多相像

的地方？”这一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为了促进其思考，

我组织小组进行交流，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针对这一问

题展开具体探究。稍作讨论后，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

是借助多媒体讲述遗传之父孟德尔的故事，带领学生回到

140 多年前，一边寻找科学家的足迹，一边探索遗传奥秘，

以此顺利导入，达到预期教学效果。

教师借助科学史进行课堂导入，不仅能充分运用历

史资源，丰富课堂教学，还能有效激发学生兴趣，让其在

知识理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带着兴趣与问题进入探究，

由此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学科探究更有效，无形中改

变学生对学科的态度。

2.启发———生动讲解，深化认知

高中生物中理论知识较多，大多数比较生涩，学生缺

乏相关认知经验，仅靠课堂讲解很难理解。对此，教师可

借助科学史进行讲解，尤其是一些生物概念，教师可利用

生动的故事促进学生理解，帮助学生理清来龙去脉，从而

掌握概念，树立正确的学科观点，为深远的探究奠定扎实

基础。

在教学高中生物必修二中的“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一

课内容时，考虑到内容特点，我没有开门见山地进行讲解，

而是先为学生介绍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是怎样看待生物进

化的，以此作为对照激发学生兴趣，让其产生主动探究的

欲望。在此基础上，我简要介绍了进化论被人们普遍接受

和理解的漫长过程。为了吸引学生，我会突出其中的主要

情节和关键人物，如法国博物学家马克是历史上第一个提

出较完整进化学说的科学家，他对动物、植物进行了不断

的研究，最终发现生物是不断进化的。此外，不得不提的是

达尔文，他经过 5 年的航海旅行，在对世界各地的动植物

化石的仔细观察中，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之后，在这两位

科学家发现的基础上，后人逐渐认识到遗传与变异的本

质，进而形成了系统的进化理论。这样的教学方法能促进

学生认知，帮助学生摆脱单一认知，并在故事的铺垫下生

动理解概念。教师应适当展开，将专业术语具体化，以此

达到深化学生理解的目的。

3.探究———突出思想，发展素养

生物学思想是生物学科的结晶，相比于学科知识，思

想更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学生一旦形成，就能将其运用

到探究中，在潜移默化中促进自身素养的提升，受益无

穷。教师要意识到这一点，在教学中加强重视，积极培养，

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在帮助学生解决生物问题的同时也

打开学生的思维渠道，提高教学效果，充分发挥学科作用，

促进其现实意义的实现。

生物史是学科思想、探究方法的重要载体，通过对故

事的了解，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受到熏陶和感染。

在学习必修二“光合作用”一课内容时，我搜集相关资料，

整理出科学家探究光合作用的漫长过程。首先，我向学生

介绍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的实验，在激发学生的兴趣后，

我引入德国科学家梅耶的发现，即指出植物进行光合作

用时光能转化成化学能。然后，再介绍美国科学家卡尔文

发现“卡尔文循环”等。学生在倾听了解的过程中不仅能

接受学科思想，领会到科学家刻苦钻研、积极探索的精

神，还能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拓展生物视野，为终身学

习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适当

引入核心问题，让学生带着疑惑进入情境探究，以此推动

教学，提高课堂效率。

三、结语

总之，生物科学史的运用是促进高中生物教学的有效

途径，不仅能激发学生兴趣，突出其主体地位，还能帮助

学生系统掌握学科知识，促进其学科能力、素养的发展，

使学生在良好情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最

终解决问题，以此发展科学探究素养，落实新课改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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