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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策略 
耿孟佳 

(邹平市好生街道初级中学  山东邹平  256200） 

摘要：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既要让学生理解基础的生物知识，又要提高他们解决问题

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生物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密切联系教学过程，通过形式丰富的教学活动将

知识掌握吸收。本文旨在通过对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的必要性阐释与相关策略的探究，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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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课程标准要求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让学生掌握生物学科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还应同时指向学生的价值观、思维方式、

思想情感等素养的培养与提高。然而当前初中生物

课堂核心素养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初中阶段的生

物课程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理性思维、科

学探究能力、社会责任感等。当下教师亟需结合学

科发展趋势，优化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全面健康发展。 

一、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研究意

义 

1、改变以往教学模式 

新课标要求初中生物教学要注重学生自主对

问题解决、科学探究等相关能力的提升，但目前的

生物课堂教学大部分还保持较为传统的模式，缺乏

对学生能力素养的培养。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

课堂教学改变了教学内容的分块布局，能够增加学

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在头脑中形成一套完整的生

物体系，提升其利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有效促进其实践操作能力和科学思维的深度拓

展，促使教学目标的顺利完成。 

2、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综合发展，丰富课堂

教学内容是重要且必要的。以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做

支撑，以与生物学相关的其他素材为补充，能更生

动、更深入的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教学内容，减轻其

对理论知识的认知理解难度，降低其对理论知识枯

燥感的认知，让学生主动自主在头脑中完成对生物

学概念、原理及相关规律的吸收与升华，塑造学生

正确的生物学结构与功能观。 

3、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从核心素养理念明确提出教学评价的主体不

仅仅是教师，学生和家长也应为评价主体。因此，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策略可搭建科

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转变孩子学习只需要交给老师

的错误观念，通过家长、学生、教师三方的共同交

流，做到评价内容更全面化、评价形式更多样化。

核心素养的发展对于生物学科的评价体系提出了

更高要求，可推动生物学科更好发展，同时为学生

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策略探

究 

1、以科学素养为媒介，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 

生物学中的生命观念，是以本学科的视角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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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物质和结构、活动的过程和规律等进行解释的

抽象观点，有助于笼统解释较大范围的事件或现

象。学生需在理解概念性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生命

观，如结构与功能观，进而建立科学观与世界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理解与运用教材和

挖掘其他科学素材，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

解，感知生物学的魅力，培养端正的生命观念。 

例如，在济南版生物学课本七年级下册第三单

元第一章第一节《食物的营养成分》的课堂教学过

程中，引导学生掌握“维生素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所必需的一类有机物质，也是维护人体健康的重要

物质”这一重要基础知识时，教师可运用情景教学

法，为学生塑造正确的生物学结构观和功能观。首

先可结合历史知识设置情景导入环节，如 1913 年

俄罗斯“圣虎克号”船载着北极探险队的队员在北

冰洋的冰块间过冬的时候队员们都得了牙床裂开，

皮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怪病，后来发现每天吃两个柠

檬的人很快恢复了健康，打造出故事化的生物学概

念学习情境，进而掌握不同维生素的种类、来源，

对人体的作用及缺乏的症状，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理

论知识的兴趣及求知欲。 

2、以科学论证为导向，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学生形成批判精神、勇于质疑、勇

于探究的重要基础。理性思维要在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这就要求教师在课

堂教学中有针对性的对课程的重难点设计不同层

次的问题，组织学生积极独立自主地思考和判断，

学会联系学科基础知识和生活常识，形成较强的逻

辑性，全面辨证地分析问题。 

例如，在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一章第二节

《消化与吸收》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将学习

重点和核心问题以系列问题串融入到学生的问题

分析及解决中。提出问题：馒头从口腔到人体内的

“旅程”，要经过几个“站点”？旅行的“甜蜜瞬

间”是从何而来？能否绘制出它的“旅游攻略图”？

首先引导学生进行知识迁移，让学生叙述上节课所

学的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主要分为糖类、蛋白质、

脂肪、水、无机盐和维生素，快速进入复习状态。

然后引出本节课的重点“食物中的营养成分是如何

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并通过多媒体出示图示，引

导学生初步描绘消化系统的组成及食物消化路线，

快速掌握本节课的重点并在头脑中有清晰的思路。

再使学生发散思维，思考馒头产生“甜蜜瞬间”的

原因即馒头的主要营养成分为淀粉，可使学生咀嚼

馒头，引出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引起学生自主探

究并自主思考设计“探究唾液对淀粉的消化作用”

试验得出淀粉本身没有甜味而在口腔内与唾液充

分混合后就有了甜味的结论。 

提出下一个问题“什么叫消化和吸收？胃、小

肠、大肠分别能吸收哪些物质？”在自主思考和集

体讨论中进一步掌握消化和吸收的概念，对消化系

统的各器官进行正确分类，并辨析总结其不同功

能，得出淀粉的消化开始于蛋白质和脂肪，在口腔

即开始消化，蛋白质在胃里被初步消化，脂肪在小

肠内才开始被消化的结论，另外辨析并掌握小肠易

于消化和吸收的易混点。使学生在归纳分类、逻辑

推理等生物学方法中对问题多角度辩证分析，提升

基于生活常识和科学事实的角度来理性思考的能

力。 

3、以生物课堂为载体，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生物课堂教学中的科学探究是学生运用创新

精神，合作精神，通过提问、思考、设计、解决等

步骤，领悟科学研究方法，积极主动获取生物知识

的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是学生养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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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态度与价值观，促进学习方式转变的基础。这

就需要教师优化实验分析，引导学生由单一转变为

发散的态度来看待实验结果，提高学生的探究实践

能力。 

例如，在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一章第一节

《花的结构与类型》的学习中，课前收集一些时令

鲜花如南瓜花、韭菜莲花、丝瓜花等，为学生搭建

实践探究的支架，并结合教材的图示观察并掌握花

的基本结构，提出问题，形成细致的实验方案。如

可以根据雄蕊和雌蕊的有无将花进行分类，分别为

两性花和单性花，并让学生在自主去掉韭菜莲花和

南瓜花的花冠和花萼后直观观察花蕊，发现前者同

时具有雄蕊及雌蕊，而后者只有一种，得出韭菜莲

花属于两性花，南瓜花属于单性花的结论。通过实

践探究让学生更直观生动地掌握生物学的基础概

念与知识，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及团队合作能力，

改变以往被动学习的局面，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

体。 

4、以情感体验为升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 

生物学科的社会责任感是基于生物学的认识

对个人或社会事务进行理性判断或解释，解决实际

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的担当和能力。学科知识是客

观的，但学生责任感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主观情

感因素。因此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避免让学

生过于冰冷地分析看待问题，要重视知识内容中蕴

含的价值教育内容，升华情感体验，让学生用感性

的方式表达收获，不规定唯一的标准答案，内化其

核心素养，促使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 

例如，在七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一章第三节

《合理膳食与食品安全》一课的学习中，组织学生

搜集资料，讨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地沟油”“速

成鸡”等不安全食品流入餐桌的现象屡禁不止的现

象与原因，让学生直面当下问题，理解食品安全问

题涵盖面很广，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危害人

体健康，并进一步树立环保意识，明白只有绿色消

费这一源动力才能保证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较佳的

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另外

课前收集几种食品包装袋，关注原料成分和含量，

学会判断包装食品是否在保质期限内，运用生物学

科知识深层次地从防止环境污染的角度认识食品

安全问题，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统一性，在

思想和情感上得到升华，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结束语： 

在基于核心素养的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

从教学理念的创新出发，强调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

积极意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引入生活元素创

新教学方法，加强小组合作等方式开展实践教学活

动，让学生不仅获得学科基础知识，更能在团队协

作、动手实践、思维辩证中积极正向地培养和形成

核心素养，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念，使学生完成认识、

学习、思维和探究方式的转化变革，充分发挥学科

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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