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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发布,作为主要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高等师范教

育应当作出相应的改变与中学教育密切衔接,培养的人才能胜任中学教育的新变化、新要求。本文通过

对比分析法对生物专业师范生专业知识与高中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列出与生物专业师范生专业知识对

应的高中概念供高校教师参考和借鉴,并找寻新课标下生物专业师范生专业知识培养存在的不足之处,

据此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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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高中标准》)提出高

中生物学教学要以“核心素养为宗旨”,

并对达成核心素养提供了聚焦“概念”

的课程内容安排,要求教师围绕概念组

织教学活动[1-2]。高等师范教育作为培养

未来教师的基地,其培养的准教师所具

备的专业知识直接影响着中学生物学的

教学质量[3]。面对变化,高等师范教育理

应进一步加强准教师对生物学概念的理

解和把握。本文通过对生物专业师范生

专业知识与高中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希

望能获得对生物教师培养和生物教学方

面的有益启示,以便更好地加强优秀师

资培养、为沟通中学生物学教育和高等

师范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对象 

1.1《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生物科学)》 

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生物科学)》(以下简

称《本科标准》)将生物科学专业的知识

体系分为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

三个层次,其中,一个知识领域可以分解

为若干个知识单元,一个知识单元又包

含若干个知识点,并在标准中列出了规

定的知识领域和知识单元[4]。该知识体

系共有“生命化学组成”、“细胞的结构

与功能及其重要的生命活动”等9个知识

领域、100个知识单元。此外,《本科标

准》中还包含了对实践课程的要求。 

1.2《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版)》 

《高中标准》在基本理念中指出：

高中生物学教学应“内容聚焦大概念”,

让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和应用重要的生

物学概念,从而发展学生的生物学学科

核心素养。高中生物学中的大概念是对

各概念进行抽象概括地能够使相关的

概念联系成一个整体并能广泛地迁移

运用的概念[5]。每一个生物学大概念下

有很多个生物学重要概念,每一个生物

学重要概念下都阐明了具体的学习目

标,在教师备课和组织教学时有很强的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6]。《高中标准》中

共包含了“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

动的基本单位”等10个大概念,以及31

个重要概念。 

2 生物专业师范生专业知识与

高中课程内容分析 

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将《本科标准》

专业知识体系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单元

对应《高中标准》课程内容中的大概念

和重要概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本科标准》中的专业

知识基本涵盖了《高中标准》中的概念,

其中,《高中标准》选择性必修中的大概

念4“细胞工程通过细胞水平上的操作,

获得有用的生物体或其产品”和大概念5

“基因工程赋予生物新的遗传特性”在

《本科标准》实践课程要求的”分子操

作技术”和“细胞与组织培养技术”部

分均有涉及。但是,《高中标准》选择性

必修中的大概念6“生物技术在造福人类

社会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安全和伦理问

题”在《本科标准》中找不到对应的知

识领域,这是《本科标准》中缺乏的与社

会责任相联系的部分,不利于生物专业

师范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此外,由表1还能明显地看出《本科

标准》中的知识单元和《高中标准》中

的重要概念并不是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

系,绝大部分是多个知识单元对应一个

重要概念,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加强对《高

中标准》的熟悉程度,从而在教学过程中

熟练地与高中课程内容相联系,从而使

得培养的生物专业师范生在从业的道路

上能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学生。 

3 新课标下对生物专业师范生

学科知识培养的建议 

在新课标背景下,师范教育要及时

调整,从而培养出适应课程改革的生物

专业师范生。基于以上发现的问题,本文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便师范院校在今

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3.1加强课程内容与社会责任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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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标记*是选择性必修课程部分

的概念)。 

社会责任是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之

一,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能够让学生

在面临个人与社会事务的讨论时,作出

合理地解释和判断,从而培养其解决问

题的担当和能力。当前大学教材的内容

与社会责任联系不多,在课堂上高校教

师讲解知识时应通过创设情境、与社会

性科学议题相联系等方式培养生物专业

师范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得生物专业师

范生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能够借鉴,为

他们开设“社会热点中的生物学问题”

选修模块提供参考,同时培养他们在教

学中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意识,成为

新课标下一名合格的生物学教师。 

3.2加强课程内容与高中概念的

联系 

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将走向未

来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岗位,因此,在培养

过程中不仅要扎实学习本科专业知识,

还要掌握相应的生物学学科知识。当前,

生物专业师范生学习的专业必修教材多

是一本几百页,在高校紧张的教学任务

安排下,生物专业师范生思考的时间极

少,难以在掌握本科专业知识的同时与

中学生物学学科知识联系起来。为了培

养出符合新课标要求的生物专业师范生,

师范院校的教师要增加对《高中课标》

的研读,把握高中课标规定的生物学概

念,在备课时充分与本科专业知识联系,

使高中生物学学科知识融入其中,突出

重难点。这样不仅使得生物专业师范生

学习到本科专业知识,还能熟悉高中教

学内容、把握相关概念。 

3.3加强生物专业师范生对科学史

的学习 

大学教材多是专业知识的介绍,在

科学史方面涉及不多,例如,《普通生物

学(第四版)》“生物膜--流动镶嵌模型”

中未讲解构建流动镶嵌模型的科学史过

程。而《高中标准》提出要重视生物科

学史的学习,在生物学课堂中融入科学

史对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构建

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高中生物学教材

中包含着大量的生物科学史内容以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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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学中使用,例如,高中生物学必修

一教材《分子与细胞》第3章第1节“细

胞膜的结构和功能”涉及了探索细胞膜

结构的科学史。在讲解该科学史时除课

本的内容外,教师还需补充科学家使用

扫描电镜技术和冰冻蚀刻技术揭示蛋白

质在膜中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实验,学生

才能进一步了解构建流动镶嵌模型的过

程。因此,高校教师可以在讲解生物学专

业知识的过程中介绍相应的科学史内容,

同时补充一些科学史中涉及的生物技术

知识以便为生物专业师范生今后开展教

学活动打好基础。 

4 结束语 

随着中学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高等

师范院校作为培养未来中学生物学教师

的基地,培养准教师对生物学概念的理

解和把握是基础更是关键。设法提高新

课程背景下准教师对生物学概念的理解

和把握是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有效途径

之一,也是加快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关

键之一。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对《本科

标准》和《高中标准》中的概念进行一

一对应,发现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据此提

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高等师范院校的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以便更好地加强优秀师资培养、提升高

校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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