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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课开头十例

程祖建 (安徽省广德中学242200)

1用新闻事件开头

从电视报刊上撷取有关的新闻内容作课堂开头，

能引起学生的无意注意，为新知识的学习做好心理准

备。如学习原核生物时的开头：9·11事件以来，美国

人被炭疽杆菌搞得惶恐不安，谁知道这炭疽杆菌是什

么生物吗?它在结构上与动植物细胞有哪些区别昵?

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学生兴趣盎然。用我国“神

舟3号”宇航船的成功发射作诱变育种一节的开头，用

1999年江苏省农科院培育的转基因抗虫棉作基因控

制生物性状一节内容的开头，用近年我国北方频遭沙

尘暴袭击作环境保护内容的开头等。课堂上经常引用

新闻热点能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关注社会。

2用生物学发展史开头

教材中加入许多生物学发生发展的内容，巧妙地

借用它们开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培养他

们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情商。例如

DNA结构一节这样开头：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授

予了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以表彰他

们1953年研究发现和提出DNA双螺旋结构这一杰出

成就。那么DNA双螺旋结构是怎样的呢?发现DNA

双螺旋结构有何重大意义呢?从容导入新课。其他如

酶的发现、光合作用机理的研究、生长素的发现过程等

都可作相应内容的开头，但应按现象～疑问～假设一

实验一结论这样的思路来处理，让学生充分体验知识

的发生过程。

3用演示实验开头

根据教学需要，教师可设计安排一些演示实验，让

学生在观察、思考、阅读中训练思维，理解新知识。例

如用萌发和烫死的玉米种子做演示实验，可轻松引出

有氧呼吸概念；将萝卜条分别浸在清水和蔗糖液中，让

学生推测其变化与原因，结合多媒体动画(或抽动式投

影)，学生对渗透作用、质壁分离内容掌握非常好；把用

红墨水浸染洗净剖开的玉米种子发给学生，让他们观

察和思考胚未被染红而胚乳被染红的现象与原因，从

而顺利地进入细胞膜结构与功能内容的学习。

4用生物教具开头

高中学习也需要形象思维，指导学生观察实物、标

本、模型、挂图等教具，通过层层剖析、设闻引出新的知

识。如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光合作用的场所，依次用植

株一叶一叶肉细胞模型一叶绿体结构投影片(覆盖

式)；搬一盆放在阳台上向外长的玉簪让学生感知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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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生长；让学生摸一摸仙人掌的叶刺再去阅读达尔

文自然选择学说内容等。

5用师生互动活动开头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和组织师生共同参与

的活动来作为新课内容的开头，气氛活跃，印象深刻。

例如教师将与水泥地颜色相似的灰色纸及红色纸各剪

成1cm2小块20个，随意抛于地上，分别让每组推选两

个同学来捡，一分钟后统计拾起的纸块数与颜色情况，

写在黑板上，发现都是红的多灰的少，让学生谈体会，

都说灰的不易找。这时教师话锋一转，“大家知道吗，

自然界中有的动物就不容易被发现而有的却非常醒

目”引出保护色、拟态、警戒色的概念；选10个同学上

台高矮站好，1、2报数再分开——引出染色体组概念。

6用生活、身边的实例开头

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利于调

动思维。例如学习生态系统稳定性时我们举了校园旁

的池塘例子：清晨清澈见底，然后人们淘米洗菜、洗衣

服、洗马桶、鹅鸭嬉戏，一天下来，塘水混浊，可第二天

早上又清亮如故，这是何因?学习发酵知识时让学生

谈谈家里腌制泡菜和酿制米酒的过程和经验等等。

7用练题开头

教师根据上节课知识内容设计小练题，在巩固的

同时又引出新内容。例如学习基因的分离定律后让学

生分别对豌豆的黄绿、圆皱各一对相对性状杂交的F1

进行自交和测交的结果进行分析，之后问，若把它们组

合在一起杂交，结果又如何呢?

8用矛盾的结局开头

教师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故意设置一个矛盾的结

局，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学习减数分裂时先让学生

试着以有丝分裂产生人的生殖细胞，再两两结合，染色

体加倍，结果如何?那么人体是怎样产生精子和卵细

胞的呢?怎样保证亲子代染色体数目恒定的呢?学生

会急于寻求答案；学习胃结构时这样设置悬念：我们的

胃能消化各种动植物蛋白质，通常却不会消化自己，何

因?

9用鲜艳的画面开头

上多媒体课时精选鲜艳的画面再配以动听的音

乐，学生不知不觉进入了情境。如上光合作用过程一

节时我们选择的画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后面有三问：

绿色在哪里?(复习叶绿体结构)绿色是什么?(叶绿

体对光波的吸收与利用)作物为什么能生长?(制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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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态道德教育体系
邓秋元 (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海洲中学528422)

什么是生态道德?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人类共

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属于人类的道德范畴。

人类应该树立一切自然存在物都有按照生态规律持续

生存的权利观，以及不仅对他人、对社会，而且包括其

他生命形式自然存在物承担责任的义务观。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已把生态道德教

育作为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试行)指出，要使新课程的培养目标体现时代要

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意识⋯⋯。特别是

全日制义务教育《生态课程标准>，改变了以学科为中

心构建课程体系的思路，以“人与生物圈”为主线，使学

生了解人在生物圈中的作用，全面了解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意义，使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命，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这些都蕴含着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在<生物课程标准》中列举的案例，更是体现生态道德

教育中的内涵。如在“探究影响鼠妇分布的环境因素”

实验中要求活动完成以后将鼠妇放回大自然中；在“探

究酸雨的危害”、“探究我国人口增长的趋势”、“设计校

园绿化方案”中都体现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

l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儿

童掌握一定的生态知识，能理解人类是生态系统中一

个成员，与其他成员和谐共处才能持续发展，并内化为

自己的行为和意志，做到一言一行都遵循生态道德的

要求。

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是由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决

定的，其内容是全面而系统的。首先，要废除人类中心

论，树立生物物种问平等的思想。由于受“上帝”制造

的生物为亚当、夏娃服务的思想的影响和近代科学技

术的成功，特别是进入“蒸汽机””和“电机”时代，充分

机物)

10用其他学科知识开头

学科间知识都是有联系的，适当地借用其他学科

知识开头，会让学生耳目一新。如学习动物激素调节

时先在黑板上写单词Homone，用身边激素分泌失调

的例子提示让学生抢答；学到生态系统的非生物因素

时背出自居易“江南好”词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

水绿如蓝，“大林寺桃花”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

桃花始盛开；讲到人类对食物链的破坏时先背诵辛弃

疾“西江月”词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学

生会随声附和、气氛融洽。

显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从而形成了生态系

统中“人类中心论”观点。后来，人类把生物和非生物

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研究，才认识到各种生物，即使是

最低等的或最丑恶的，对维持生态平衡都有它的贡献

和价值，非生物也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

物质。这使人们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生物

保护从原先的佛教徒式的“不杀生”的怜悯，到现代社

会对各种生物生态价值的承认，从而逐渐形成不仅人

类自身是平等的，如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而且人类与

其他生物也是平等的，这就是生物种间平等的思想。

其次。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观也是生态道德教育

的重要内容。生存权利观是指生态环境中一切自然存

在物都有按照生态规律持续生存的能力和权利。达尔

文的进化论认为：现在的生物都是通过漫长的自然选

择的结果，激烈的生存斗争使得生物适者生存，不适者

淘汰。因此，现存的生物都是能适应一定的环境的，它

们的存在是合理的、必需的，人类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

消灭生态系统中某一种生物。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

是生态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当前，世界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制约着经济的社

会的发展。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

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

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样的例子在当今社会举不胜举。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

才是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地

球上唯一的具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人类有权利用自

然，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但也有义务尊重自然，保持

生态的稳定性，使人与自然能协调和谐的发展，人类自

身也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此，越来越多的国家用道

德约束、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制止破坏生态的行为。

第四，应具有生态大环保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

科学家预言；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环境污染

和生态平衡，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海洋赤潮频繁，土地

沙漠延伸，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空气被污染和珍稀

动植物濒临灭绝等等。这就要求人类把整个地球，甚

至是整个宇宙看作为一个生态大环境来保护，不能只

考虑局部的、本地区的环境保护，更不能存在“一本主

义”、“先要温饱，再要环保”的思想，也不能只解决看得

见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空气污染、沙尘暴等，而不注

意潜在的生态破坏。如二氧化碳的增加、臭氧层的破

坏、宇宙垃圾、基因突变、遗传病的表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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