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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基于提升生物核心素养开展生物科普校本课程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 2035 年）》中着重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

了教授基础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培育和普及中小学

生的科技能力［1］。新课改对高中生物教学提出了新

要求，以核心素养落实为切入点，在原有教学体系育

人功能保留的基础上合理开发高中生物校本课程，聚

焦生物教学需求及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在生命观

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能力［2］。

在各种政策的号召下，科普之风盛行，中小学生的科

普教育也逐渐被重视。高中生物学课程内容丰富，且

具有较宽的拓展面。研究发现，经过一个学期的科普

教育渗透，学生对生物科学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显著提

升。由此可见，利用校本课程普及生物知识有非常重

要的实践意义［3］。

1.2    将思政元素融入生物科普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指出，青少年是国家发展的未来，是民族复兴的

希望，需要从小培养其思想政治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贯彻落实思想理论研究是实施立德树人的重要基

础，在培养青少年思想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4］。

本文旨在有机融合科普内容与思政元素，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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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生物知识素养的生物科普思政校本课程。

2    高中生物科普思政课程落实方法和路径

2.1    开发建立生物科普校本课程体系

2.1.1    全方位围绕高中生物知识，落实核心素养   
开展高中生物科普课程教育必须以扎实的生物

知识为基础，深度挖掘与高中生物知识相关的科普内

容，使之与高中生物课程紧密结合。

2.1.2    精心选择生物科普题材，直击学生兴趣点

研究表明，科普题材与社会热点相联系、与学生

的生活实际相联系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

热情［3］。因此，在开展高中生物科普课程教育时，应

该着眼于贴近学生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挖掘

与高中生物教学内容相关的课题，紧密联系日常生

活，学以致用，从而提升学生对生物科普的兴趣。

2.2    落实科普思政的策略

2.2.1    丰富选题，润物无声渗透思政元素

开展高中生物科普课程，需尽量避免盲目追求科

技前沿或尖端技术，着眼于更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这些课题既与高中生物的学习内容相符，又与学生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且具有可操作性。如津南小站稻销

往全国，在学生学习完必修三《基因工程》后，结合

以往学习的光合作用知识，可以根据当地资源情况开

展适合本土的一系列生物科技活动：调查小站稻的亩

产量，了解小站稻常见的农业病害，探讨如何运用科

学的方法提高水稻产量，研究如何利用转基因技术

赋予小站稻新的优良特性等；以科普报告形式向学

生展示袁隆平团队海水稻的研究成果，拓展学生的

知识面，引导学生领会科学家的钻研精神，使其了解

我国的科研力量，从而提升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2.2    注重过程，循序渐进达成思政教育

思政元素的渗透无处不在，形式也应多种多样，

如文献资料、新闻报道、政策文件、实践活动和职业

理性与职业道德教育等，在课程的教学中，任何环节

都能挖掘可融入的思政元素。如在学习“生态系统

及其稳定性”之后，开展“制作生态缸”活动，通过鼓

励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思考，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基于学生已经掌握的内环境稳态与调节的内容，在知

识层面巩固生命体、生态系统的稳态与调节机制相

关知识，在思政教育层面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自然生态

系统是一个有机平衡体，需要人类共同努力维持。

2.2.3    及时总结，水到渠成落实课程思政

生物科普课程结束后，积极引导学生思考和总

结，使学生对科普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或以课程

内容为基础，提出更深入的见解和思考。通过展示

和汇报，让更多人看到生物科普课程的成果，如标

本、照片、论文、图表、小视频等，或制作美篇进行

网络分享。在汇报中，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参与活动

的经历，如完成遗传病、健康生活方式等的调查，

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们未来学习、生活的帮助和影

响。通过交流总结、汇报展示、网络分享等途径，使

活动收获最大化，让更多人了解科普课程的内容和

成果。

2.3    拟定校本课程主题

围绕高中生物核心素养，选择最贴近学生生活

的主题，提升学生参与度，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初步拟

定生物科普思政校本课程的若干主题内容（表 1）。

3    具体案例分析

3.1    背景分析

本次科普课程旨在让学生构建出有关新型冠状

病毒的知识体系，全方位认识这一病毒，了解其致病

机制、疫苗的制备途径和作用机制及如何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

3.2    课程思路

生物学科普类课程“新型冠状病毒知多少”中，

以“新型冠状病毒的前世今生”“疫苗工厂”两大模

块为主线，其中穿插疫苗的诞生及中国科学家精神等

思政元素。

3.3    将科普内容与思政元素相结合

3.3.1    主导生物科普校本课程的思政要素

在校本课程的两大模块中，通过多种途径来提

升高中生物知识素养，并多方融入思政元素：①在科

普讲座讲解新型冠状病毒致病机制和预防途径时，

重点落实学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②在“疫苗工厂”模块中，通过展示中国科研团队研

发步伐，了解我国的科研实力，领会并学习科学家不

畏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更多的青少年怀揣“科

学梦”、投身“强国梦”（表 2）。

3.3.2    生物科普校本课程的拓展

在“新型冠状病毒知多少”课程中，科普要点还

可以延展为有关疫苗在我国的诞生与发展，通过穿插

讲述科学家故事，激发学生追求科学精神和报效祖国

等思政情怀。从基础科普内容延伸出来的“糖丸爷

爷的故事”和“钟南山科研团队的故事”属于添加拓

展的内容（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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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科普思政校本课程主题

Tab.1   Examples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mes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课程主题 课程形式 课程内容 核心素养 课程思政载体形式及内容

生物频道：

鲸奇物语

①科普讲座：海洋

生物和海洋环保

②参观海洋博物馆

③实地调查

④网络检索，小组汇报

①参观滨海新区国家海洋

博物馆

②调查家乡的河流、湖泊

分布、水资源污染情况

③网络收集有关海洋污染

的新闻

①探索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帮助学生

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自我调

节能力是有限的，形成稳态与平衡的

生命观念，引导学生从不同维度思考

与分析“生命”的特征与意义

②践行宣传保护海洋、保护生物的

社会责任

①通过实践活动，了解海洋生物的生存与保护知

识

②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了解我国生物科技工

作者在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生物方面作出的

贡献，了解我国的科研实力，领会我国科学家

的科研精神

③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学生对海洋问题的关

注和思考，促使其成为环境保护的践行者

微观揭秘：

趣味生物

模型 DIY

①生物模型制作

②文献检索，小组汇报

①制作生物膜的流动镶嵌

模型

②小组展示竞赛、汇报

③通过文献检索，深入了

解生物膜在日常生活和工

业中的应用，展示我国的

科研成果

①通过观察教师演示的实验现象、

联系实例等方法，引导学生将科学家

探索生物膜微观结构的科学史模拟

一遍，通过让学生亲身体验前人的研

究成果，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②通过制作物理模型，提升模型与建

模的科学思维能力

①通过科学史实，帮助学生理解生物学的发

展历史；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生平事迹、思想

品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②通过实践活动，体会“科学并不神秘”，增强

学生探究知识的自信心

③通过了解我国科研成果，提升学生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树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的信念和决心

争做“洗衣

小能手”

普通洗衣粉、加酶洗

衣粉、复合型洗衣粉

去污效果的探究实验

分组实验，分别探究普通

洗衣粉、加酶洗衣粉、复合

型洗衣粉的去污效果

让学生感受到生物科技活动就是解

决身边出现的生物方面的小问题，从

而提升科学思维和探究能力

通过劳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并

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

“知艾防艾，

以爱治艾”

①查阅资料

②科普讲座

③开展基因编辑婴儿

辩论赛

④学生亲自动手制作

红丝带袖徽，与教师

一同前往附近医院关

爱艾滋病患者

⑤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①查阅资料，了解艾滋病

②请天津医科大学教师来

校进行科普讲座，介绍艾

滋病的危害、传播途径和

预防方法

③通过“HIV CCR5”基因

编辑婴儿事件的辩论赛，

关注生物伦理学问题

④问候并关爱艾滋病患者

① 通 过 科 普 讲 座 增 加 对 HIV 的 了

解，明确病毒的传播途径和致病机

制，通过 HIV 的寄生形成物质和能

量观的生命观念

②践行促进社会和谐，提倡人人平等

①通过了解艾滋病的临床症状和传播途径，培

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养成洁身自好和自律的

美德

②弘扬真诚、忠诚等美好品德

③关注生物伦理问题，认同开展任何医疗活

动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进行

④通过了解我国相关政策和法规，体会到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表 2   生物科普校本课程的思政要素

Tab.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biology
科普要点 内容简述 传达思政观点与思想

新型冠状

病毒的前

生今世

①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前世今生，向学生传达进化的观点，阐明新型冠状病毒的结构

和成分，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易于入侵人体细胞的原因，帮助学生建立结构与功能观

②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临床表现的分析，提升学生归纳

总结的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③情景小剧场：模拟演示人体免疫系统和新型冠状病毒作战的情景，在

活动中构建学生的稳态与平衡观

③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出谋划策，就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展开讨论，由老师

进行归纳总结，帮助学生关注个人身体健康，提高社会责任感

①在专业知识讲解过程中，培养学生尊重科学、

尊重知识的优秀品质

②通过情景模拟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创

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③通过实例分析为什么同样是感染病毒，有的人

是无症状，有的人却进了重症监护室，从而进行

健康教育

疫苗工厂

①科普疫苗的作用机制、疫苗的生产和研发

②学生模拟疫苗生产流程及作用机制，讨论形成流程图，并向同学进行

汇报展示

③基于实例向学生展示我国科学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培养学生对祖国科技发

展和国家利益的关注和责任感

①通过了解疫苗的作用机制和制备流程体会我

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民带来的福祉，感受大国

精神

②通过亲身体验疫苗的制备原理和流程体会“科

学并不神秘”，增强学生探究知识的自信心

③通过展示我国科研成果，关注国家生物科学技

术的发展，帮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

繁荣经济方面作出的贡献，提升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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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反思

本节科普课程分成“新型冠状病毒的前世今

生”“疫苗工厂”两大模块，运用图片、视频、实例、情

景小剧场等途径，提升学生生物知识素养；在完成科

普知识传授的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融入了思政元

素，使学生接受心灵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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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儿麻痹症的发生率

感受科学家勇于接受挑

战、不懈努力、无私奉

献的精神

钟南山团队

的故事

通过观看视频，学生们可以了

解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和故事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 增强民族自豪感

4    结    语

本文从高中生物知识素养出发，重点对构建高

中生物科普思政校本课程落实方法和路径进行初探，

以科学史实、楷模事迹、文献资料、新闻报道、健康教

育、实践活动等作为思政元素的载体，将生物知识素

养与课程思政融合在一起，通过“沉浸式”“互动式”

科普实践课的开展，让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