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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生物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郑　崇

四川省安岳县两板桥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四川　岳县　642357

摘　要：生物是初中重要的科目之一，学习生物不仅可以更加了解自然界，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身体的构

造。所以，在初中阶段对学生进行生物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学生的身体健康了，学生才能感知到生活

的美好，这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内容主要论述了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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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同时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

举措。将立德树人融入初中生物教学中，加强德育

渗透，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下面结合教学中的

具体教学案例，浅谈如何在初中生物教学过程中进

行德育渗透。

1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生珍爱生命的意识

自然是神奇的，生命是需要敬畏的。生物学是

一门研究各种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大自然、对生命产

生一种敬畏感，真切地认识到生命的美好，才能增

强初中生的生命伦理观。在学习八年级下册“昆虫

的生殖和发育”时，教师通过动画展示“化茧为蝶”

的全过程。在播放动画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毛

毛虫都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勇敢、自信、

努力成长的毛毛虫，终有一天会蜕变成美丽的蝴蝶，

这就是生命的美好所在。教师引导学生体会：成功

不是一蹴而就，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用爱的力量感

染学生学会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在学习八年级下

册“传染病”时，教师讲授，在人类的历史上，传

染病夺去了无数人的宝贵生命，造成了许多人间悲

剧，给学生介绍过去如霍乱、鼠疫、天花等给人类

生命带来的灾难，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染病，

如艾滋病、埃博拉病、禽流感等。学生通过对传染

病的学习，感受到人类在疾病面前的渺小与脆弱，

进而增强珍爱生命的意识。

2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生物与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近几年生态环

境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习总书

记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人

人有责。学生也应该重视生态环保，培养忧患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为

今后的环保尽自己的一份力。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第六章讲述了爱护植被、绿化祖国的内容，教师在

课堂上先展示我国水草丰美、生机勃勃大草原的图

片，再展示因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等人类活动造成

土地荒漠化的视频，造成鲜明对比，引导学生充分

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接着，教师渗透环保法

律法规教育，最后倡议学生“保护环境，从我做

起”。另外，在讲授七年级下册人体的呼吸时，教师

向学生介绍了雾霾这一热点的环境问题，通过具体

实例以及学生自身的体会，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3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生学会感恩父母

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给孩子倾注无限的

爱，而如今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从小享受着

家人给予的无私的爱。教师有责任充分利用相关教

学内容，去教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回报父母家

人的爱，学会感恩父母。七年级下册“人的生殖”

一节得课后练习题中有一组数据：一位孕妇在怀孕

期间体重增加了 14kg。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体验每

天负重近 30斤吃饭、睡觉、学习是怎样的感受。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了解母亲怀胎十月的辛

苦和付出，使学生懂得感激母亲的生育之恩。教师

可以在课上布置一项特殊的家庭作业，让学生回去

为父母做一件事以示感恩。通过这样的方法创新了

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从而引导学生学会感恩和关

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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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

社会是一个群体，人与人之间离不开交流与合

作，团队合作意识是学生今后适应社会必备的素能。

现在的学生是具备典型的独生子女特征的一代，依

赖性较强，个人意识强烈。同时他们的成长又处于

社会快速转型阶段，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不良风气

的冲击，明显存在着过于注重个人利益，缺乏团队

合作意识。教师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教师可在八年级上册“社会行为”一节中，利用动

物群体之间的合作分工事例进行德育渗透教育：蚂

蚁、蜜蜂为群体生活，具有社会行为，成员之间各

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工合作、团结互助。正是这

种行为，使它们能够更好的适应自己环境，而这也

正是人类所必须具备的。在分组实验课上，学生间

的团队合作、小组分工尤其重要，教师应通过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分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

识。实验过程中，学生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明

确分工，成员间注重团队合作，才能使得实验中不

慌乱，提高实验效率。

5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

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具备勇于探究的

精神。科学探究需要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

而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转好，步入初中的学生鲜吃

过苦头，大都缺乏对科学探究的坚持度。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在讲授基本科学原理和探究过程的同时，

也要注重科学史的学习，通过科学家的故事，让学

生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没有侥幸，需要不懈的坚

持和努力，任何一个科学家的成功都是血汗的积累。

八年级上册“认识生物的多样性”一节介绍基因多

样性是借用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事例。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讲授表隆平的杂交实验过程，帮

助学生明确原理，同时提前布置学生查阅袁隆平的

相关资料，使学生了解其研究历程及取得的成就，

希望学生从内心有一种对科学家及科学的敬畏之心，

也让学生明白在科学探究之路往往是曲折的，需要

不懈坚持。

6　注重德育渗透，培养学爱国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基本素质，培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环节。教材中根

据内容的特点安排了多处我国生物科学的成就，为

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德育素材。教师应不失时机

地把握好，以帮助学生增强爱国信念，调动起学习

热情。

例如，我国研制的生物工程乙肝疫苗已经在

1992年投放市场，在预防乙型肝炎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1988年，我国科学家人工合成了抗黄瓜花叶病

毒的基因，并且将这种基因导入烟草等作物的细胞

中，得到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作物新品系；1989年

我国科学家成功地将人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鲤鱼的

受精卵中，培育成了转基因鲤鱼，与非转基因鲤鱼

相比，其生长速度明显加快；1993年我国研制的两

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试种，与原来普遍种植的

三系法杂交水稻相比，平均每公顷增产 15%；1995

年，我国科学家将某种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导入

棉花，培育出了抗棉铃虫效果明显的棉花新品系；

1999年，我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

究，承担了其中 1% 的测序工作，我国因此成为参

加这项研究计划的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这些成果展

现了我国科学家的智慧以及为世界科学所做出的巨

大的贡献，进一步激励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崇尚科

学的心理。

初中生物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并非仅靠一朝一夕就可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

要在课堂上持之以恒的坚持进行德育渗透，努力培

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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