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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新课程标准指出，生命观念是生物

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与标志。为了培养生命观

念，教师可运用“问题式”教学法，通过采用创

设情景、小组合作等方法，使学生在情境问题中

了解并运用生命观念。教师合理重视“问题式”

教学法，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他们的生命观念。

1  科学设计问题，形成生命观念

教师在运用“问题式”教学方法时应注重问

题的设计，问题不能偏离教材，也不能脱离现实，

要考虑问题的科学性和实际性。“问题式”教学

法的关键是提出科学合理的问题。首先，教师应

熟悉教材，基于教材的基础上，选择与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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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命观念是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与标志，文章以“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应用”一

节为例，合理运用问题式教学法，通过采用设计问题，创设情景，社会议题等方法，有助于培

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引导他们思考社会问题，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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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联的材料，作为设计问题的依据。当然，熟

悉教材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对教材进行

足够的剖析和理解，与现实相联系。这样不仅能

够提高教学效率，也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生命

观念。

例如，在讲解细胞呼吸时，为激发学生兴趣，

也不脱离实际，教师可以提出“我们生活中过期

的酸奶为什么会出现胀袋的现象”“体育课跑

步结束后大腿会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

觉”。根据学生生活中常见实际例子，提出科学

合理的问题，使学生能够结合书本与生活实际进

行思考，初步了解生命现象，并与教师进行讨论，

活跃课堂气氛，帮助教师快速进入本节课的重点。

又比如，在介绍有氧呼吸的时候，教师可以

提问“为细胞提供能量的主要能源物质是什么”

引导学生思考“有氧呼吸最常利用的物质是什

么”，有助于学生回顾之前学习的知识点，逐步

思考，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通过对能源物

质的分析，形成物质与能量观。

2  创设情境问题，理解生命观念

教师在培养学生生命观念时，应关注学生的

需求，通过创设真实情境，在情境中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理解其中的生命观念。加深对生命现象

本质的认识，从而理解生命观念。

例如，在讲解细胞呼吸时，教师可以通过播

放葡萄酒制作过程中酵母菌发酵的片段，提出问

题“培养酵母菌时为什么有时需要通气，有时需

要密封”“酵母菌是如何将新鲜葡萄发酵成葡萄

酒的”，以此引起学生思考和讨论，引导他们发

现酵母菌的呼吸方式，从而了解细胞呼吸的实质。

再比如，教师在讲解有氧呼吸的三个阶段时，

可以通过分解视频，逐步进行并讲解其中的原理。

在细胞呼吸的第一阶段，教师可以结合呼吸过程

提出问题，并使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思考。比如“有

氧呼吸第一阶段需要利用的物质和产生的物质分

别是什么？”根据第一阶段的问题，再播放第二

阶段、第三阶段的视频，并提问“最终生成的物

质是什么？”学生思考完毕后，教师引导学生串

连有氧呼吸各阶段的反应，并尝试让他们总结有

氧呼吸的过程，教师随后进行补充。

3  发散思维问题，运用生命观念

“问题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和发散性思维，使学生在记忆的基础上能够独

立思考，并解决问题。引导并鼓励学生自己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学生通过问

题建立知识框架、逻辑体系，提升他们的发散性

思维。教师应创设发散性思维情境，增强学生的

自主性，让他们真正理解生命观念，并能够运用

生命观念。

例如，在讲解细胞呼吸时，可以通过以下方

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讲解无氧呼吸前，

学生已经了解了有氧呼吸，在讲解无氧呼吸时，

可通过播放无氧呼吸过程，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引

导学生自己思考并尝试提出问题。可以提出“无

氧呼吸是什么意思”“无氧呼吸有几个阶段”“无

氧呼吸的原料是什么”“无氧呼吸的反应场所在

哪里”，教师和学生共同整理问题，并引导学生

根据教材进行小组讨论，并解决问题。进行小组

讨论时，教师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思路。学生回

答问题时，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最后

整合学生的答案，并指导纠正错误。

再比如，教师可以运用教材中思维训练的材

料锻炼学生发散性思维。关于真核细胞线粒体起

源的内容，可以让学生阅读材料，思考材料中给

予的论点，并提出问题。比如“线粒体是否存在

与细菌 DNA 相似的环状 DNA”“线粒体内的蛋白

质是由线粒体 DNA 指导合成的”，教师搜集有关

资料，为学生进行补充思考。让学生讨论并回答

提出的问题，培养他们运用证据和逻辑评价论点，

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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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导社会问题，应用生命观念

根据高中生物新课标学科核心素养中生命观

念水平中的要求，在教学中应创造有关生产生活

实践的情境，学生应用生命观念去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

题，或者结合生产生活实际提出问题，重视认知

迁移，解决生活中的生命现象。

例如，在讲解细胞呼吸前，可以提出“蒸馒

头时为什么要加酵母”“面包吃起来为什么松软

可口”“家里买来的蔬菜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

通过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引导学生对于这些现象

的关注，从而思考其中的原理。

再比如，在讲解完细胞呼吸后，引导学生认

知迁移思考生活中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解释其

中的生命现象。如：跑步时提倡慢跑；被生锈的

铁钉划伤为什么要及时打破伤风针；过期的食物

为什么会发霉变质，等等。

学生在生活中提升生物学核心素养，提高生

命观念，收获在生物学上的成就感，是教师良好

学习效果的体现。

5  小组合作学习，注重多样评价

“问题式”教学法强调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生物学知识点复杂，综合性较强。对于学生个人

掌握的知识而言，在解释较为复杂的生命现象时，

会比较吃力。生物学也涉及到实验，对于学生个

人，很难完成。通过小组合作，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在小组合作的同时，

教师要注意多样评价，给予多样评价，及时反馈。

对于教学，评价反馈是重点，不仅可以让学生自

我反省思考，也有助于教师反省教学效果。

比如，在进行实验教学时，可以将学生分成

几个组，每个组提出自己有关于实验的假设。如

在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时，指导学生阅读

教材上的参考案例，并根据已有的知识或生活经

验提出问题，如酵母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产生酒

精？并根据问题作出假设。如让有些组的学生假

设酵母菌在有氧条件下产生酒精，让其他组的学

生假设酵母菌在无氧条件下产生酒精，学生根据

自己的实验假设设计实验，设计实验过程中，教

师可以提出：“怎样模拟有氧和无氧条件”“利

用什么材料判断有无酒精产生”。学生依据教材

上的参考资料思考问题，撰写实验方案，根据实

验方案进行实验并最终得出结论。

如果没有实验条件，可以通过多媒体模拟实

验，根据学生的实验方案模拟实验，得出实验结

论，各小组再根据实验结果总结。每一组的同学

选择一个代表进行发言，发言结束后请其他同学

纠正或补充，或提出合理的质疑与意见，畅所欲

言，言之有理。营造活跃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教

学效果。

在学生发表完意见或疑问后，要及时反馈，

并给予客观评价，让学生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多

元的思想、观点碰撞，教师与学生共同总结，有

利于得出的结论更具有完整性与多元化。多样评

价是给予学生自省，也是对教师的整体教学效果

进行合理科学的反馈。

6  结束语

本文以“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应用”一课为例，

从科学合理地设计问题、创设真实情境、小组合

作学习、注重多样性评价、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

题五个方面，探索高中生物“问题式”教学法，

并探索合理有效的措施，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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