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叶片中的这两部分是否都有淀粉产生。
教师：非常好！现在证明“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

的实验方案已经出来了。
此例中笔者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探究性

实验的教学设计，并有选择地将课程的重心放在如何

引导学生进行实验的设计探究上。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实验设计中去，体会实验的准

备、操作、结论推导的整个过程，学生的探究能力、实
验设计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了提

高。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设

计出实验方案，理解性地掌握所学的知识。教师变验

证性实验为探究性实验这一教学策略极大地提高了

教学的效率。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更多地利用

和改进实验，为有效教学和提高教学效率服务，争取

获得更好的教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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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尔遗传定律前置的价值浅探
陈秀娟 （江苏省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江苏泰州 214500）
张玉明 （江苏省仪征中学 江苏扬州 211900）

高中生物新课标人教版教材必修模块二《遗传与

进化》与以往旧人教版教材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将

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提到了减数分裂之前，这也是与其

他版本教材在顺序编排上的最大差异。这一顺序上的

改变，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使许多教师尤其是教了多

年旧人教版教材的教师倍感不适，他们的理由是：后

讲减数分裂会使学生理解遗传定律的难度加大，教学

效率降低。网络媒体上的争论也很激烈，有赞成的，也

有反对的。笔者所在地区，尽管新人教版教材已经使

用了许多年，但至今依然有不少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进

行调整，依旧先讲减数分裂再讲遗传定律。新人教版

教材为什么要将遗传定律前置呢？这种顺序上的改变

又有什么意义呢？

1 有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科学发展史

新版教材内容是按科学发现年代的先后顺序进

行编排的。孟德尔于 1865 年在其发表的《植物的杂交

试验》论文中提出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而减数

分裂的过程一直到 1891 年才大致弄清楚，其间晚了

近 30 年。可见孟德尔遗传定律的发现远早于减数分

裂的发现。如果先讲减数分裂，然后再用减分裂的知

识去解释遗传现象，会使学生误以为减数分裂的发现

在前。教材“先遗传定律后减数分裂”的调整目的，在

于还原科学发展史的本来面目，同时也让学生知晓孟

德尔是在没有减数分裂的知识背景下发现遗传定律

的。
2 有利于学生体验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

以前的旧版教材先讲减数分裂，再用减数分裂的

知识去解释遗传现象，这样讲虽然方便，学生好象也

容易接受，但这不是科学发现的真实过程。1865 年孟

德尔发表发现两个遗传定律论文时，生物界还没有认

识到配子的形成和受精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孟德尔

是在完全没有减数分裂的知识背景下，通过运用假说

演绎的方法发现了两个遗传定律的。这种研究方法的

流程是：实验现象→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演绎推

理→实验验证→得出结论。下面先来看看孟德尔当年

是怎样用假说演绎法进行研究的。
（1） 实验现象：孟德尔用纯种高茎豌豆与矮茎豌

豆作亲本进行杂交，无论正交还是反交，F1 代全为高

茎，F1 自交后代高茎和矮茎的比例始终是 3∶1。
（2） 提出问题：孟德尔通过观察、统计和分析，提

出了以下几个问题：① 为什么 F1 代全是高茎而没有

矮茎呢？② 为什么 F2 代中矮茎性状又出现了呢？

③ F2 代中出现的 3∶1 的性状分离比是偶然的吗？

（3） 作出假设：孟德尔在观察、统计和分析的基

础上，通过严谨的推理和大胆的想象，对分离现象的

原因提出了几点假说：① 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

决定的，决定显性状的为显性遗传因子，决定隐性状

的为隐性遗传因子。② 体细胞中遗传因子是成对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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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③ 生物体在形成生殖细胞时，成对的遗传因子

彼此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配子中。配子中只含有每

对遗传因子中的一个。④ 受精时，雌雄配子的结合是

随机的。
（4） 演绎推理：孟德尔运用以上假说，合理地解

释了一对相对性状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解释了性状分

离现象。但孟德尔还不满足于此，他认为一种正确的

假说仅能解释已有的实验结果是不够的，还应能够预

测另一些实验结果，为此，孟德尔又设计了测交实验，

让 F1 与隐性纯合子矮茎测交。孟德尔根据演绎推理，

预测这一测交的结果应该是：测交后代中高茎和矮茎

比例为 1∶1。
（5） 实验验证：孟德尔用杂种 F1 代高茎豌豆与

隐性纯合子矮茎豌豆杂交，在收获的 64 株后代中，30
株是高茎，34 株是矮茎，比例接近 1∶1。

（6） 得出结论：实验的结果与通过演绎推理得到

的预测结果相同，从而验证了假说的正确，并由此得

出分离定律。
从上面的研究过程来看，孟德尔根据实验现象提

出的“遗传因子在体细胞中成对存在，在配子中单个

出现”的假说，其实质就是后来发现的减数分裂的核

心内容，也就是说孟德尔在当时就预言了减数分裂的

存在及本质。由此看出，孟德尔提出的假说，是超越他

自己时代的一种非凡的设想。孟德尔是用提出的假说

去解释分离现象，而不是用减数分裂去解释。如果先

讲减数分裂，然后用减数分裂的知识再去解释遗传现

象，则与孟德尔当年的发现过程是相违背的。
3 有利于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

孟德尔在发现遗传定律的过程中运用了一种重

要的研究方法，即假说演绎法。新版教材非常详细地

介绍了孟德尔运用这种方法发现遗传定律的过程，学

生从中不仅学到了遗传定律的知识，更重要地是掌握

了假说演绎这种科学方法，懂得了如何运用这种方法

进行科学研究。如果先讲减数分裂，然后用减数分裂

的知识解释遗传现象，也就没有必要再学习假说演绎

法了。旧版教材就一直没有涉及假说演绎法，就是因

为旧教材先讲减数定律的缘故。新版教材与旧版教材

的最大不同在于，旧版教材只注重知识的的传授而轻

视方法的掌握，例如旧版教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只要

求掌握孟德尔遗传定律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对科学

家通过什么方法得出该定律的，则没有要求。而新版

教材有所改变，开始认识到掌握方法比获取知识更重

要，新版教材的本节课教学目标是，阐明孟德尔的一

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及分离定律，掌握并体验孟德

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和创新思维，运用分离定律解

释一些遗传现象。除本节课外，新教材在其他章节中

也增加了许多科学方法的介绍，目的在于加强对学生

进行科学方法的教育。
4 有利于体现新课程的重要理念

孟德尔运用假说演绎法发现遗传定律的过程，充

满了许多探究的元素，是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好素

材。由实验现象→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演绎推理→
实验验证→得出结论，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一

般流程，学生也可以借鉴和模仿该流程进行探究性学

习。因此先讲遗传定律后讲减数分裂，能很好地体现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提高生物科学素

养”、“倡导探究性学习”的课程理念，从而更有效地开

展素质教育。
5 有利于学生感受孟德尔发现的伟大

孟德尔在缺乏细胞染色体知识，以及没有受惠于

1865~1900 年间很多有关减数分裂的重要发现的情

况下，通过推理和想象，找到了研究遗传现象的新方

法，他强调单位性状的独立行为，并运用这种新方法

得出了意义深远的概括性结论，即遗传的分离定律和

自由组合定律。孟德尔的成就是科学史上最辉煌的成

就之一。然而如果先讲减数分裂，然后用减数分裂的

相关知识去解释遗传现象，学生就体会不到孟德尔当

时提出的假说（就是减数分裂的预言）是多么地有创

造性、前瞻性、预见性以及超越时代性，就体会不到孟

德尔的发现究竟有多么伟大，从而轻视了孟德尔对人

类及遗传学的极为重大的贡献。
6 符合学生的理解难度

很多教师担心新版教材内容的编排顺序调整后，

即将减数分裂后置，会加大学生对遗传定律的理解难

度，教学效率会有所降低。其实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从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减数分裂的内容移后，学

生在学习孟德尔遗传定律时没有减数分裂的相关知

识，但孟德尔提出的假说实质上就是减数分裂的核心

内容，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在体细胞中成对存在，在配

子中单个出现”的假说与繁杂的减数分裂知识相比

较，内容更简约，要点更突出，学生更容易理解，应用

也就更方便。因此“先讲遗传定律后讲减数分裂”，不

但不会增加学生理解遗传定律的难度，反而对学生的

理解还会有所帮助。另外新版教材对一些枝节内容还

进行了删减，使得重点突出，旧版教材中的“基因型和

表现型”、“分离定律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显性的相

对性”等内容，有的删减，有的移到了教材的其他地方

讲述，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简洁流畅，便于学生沿着孟

德尔的探索过程进行思考，并从实践中领悟科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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