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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道德观念下的乡土课程资源融入高中生物学教学的

初探——以安庆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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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生物学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应积极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从而使学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生态意识，参与环境保护实践。这要求教师要以生态道德观念为指导，积极将独具特

色的地方乡土课程资源融入到高中生物学教学中，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知识，提高学生的生态保护意

识，最终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本文以安庆市为例，充分挖掘了安庆市的乡土课程资源，并以《其他植物激

素》为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将乡土课程资源融入到生物学教学，以期提高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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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道德观念是人们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对是非、善

恶、荣辱的认识、判断和评价，要求人们将善恶、美丑、

良心等道德观念延伸到自然生态的范围
[1]
。生态道德观

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对待生态问题的态度，它强

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明确提出要培

养学生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即要求学生树立生态文

明的理念，形成生态意识，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实践

活动中，进而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可

见，新课标中对于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与生态道

德观念的内容不谋而合。因此，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

教师坚持以生态道德观念为指导，对提高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中生物学新课标要求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

践，尝试解决现实生活问题。这要求教师要将乡土课程

资源融入高中生物教学，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生物学知识。乡土课程资源通常是指本土动植物资

源、自然景观、民风民俗、人文历史等与各类学科课程

教学相关的课程资源
[2]
，其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是通往

教学内容的重要桥梁
[3]
。作为生物学教学资源的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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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乡土课程资源丰富多样。然而，在生态道德观

念指引引导下，如何合理开发与利用乡土课程资源，提

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是目前高中生物学教师亟待解

决的问题。因此，秉承生态道德观念，在中学生物学教

学中融入乡土课程资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

键
[4]
。

安庆市地处长江下游北岸，皖河入江处，西接湖北，

南邻江西，西北靠大别山主峰，东南倚黄山余脉，拥有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因此，本文以安庆

市为例，以生态道德观念为指导，将本地独具特色的乡

土课程资源融入生物学教学中，以期提高中学生的学科

核心素养。

1 安庆市乡土课程资源的应用策略

1.1 富饶的动物资源

安庆境内动物品种繁多，含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如安徽麝、长江江豚、白鹤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在教授人教版生物学必修二这本书中，教师应主动将这

些宝贵的动物资源融入其中。例如，在讲授 6.2 节“自

然选择与适应的形成”时，教师可以播放一段关于安庆

长江江豚的视频，视频中介绍“长江江豚是唯一一种生

活在淡水里的江豚”，让学生对长江江豚这一濒临灭绝

的物种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教师向学生展示一份资料

——“长江江豚之所以适应淡水环境是因为其编码和肾

功能相关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这一突变让江豚适应了

淡水的环境，自然而然就归纳出“适应”这一概念。最

后，教师再结合书本中所列出的其他实例带领学生共同

总结出“适应的普遍性
[5]
”。可爱的江豚视频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学

生通过对家乡逼近灭绝物种的了解，更加明白保护珍惜

动物的重要性，进而增强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2.2 充足的植物资源

安庆市气候湿和，适合各种植物生长，拥有银缕梅、

霍山石斛、金钱松等国家级保护野生植物 50 多种。此

外，安庆盛产绿茶，是全国著名的名优绿茶产区之一，

这些植物资源也是宝贵的乡土课程资源。教师在讲授生

物学时，可以适当将其融入到课堂中，从而提升学生的

生态环境意识。例如，教师在讲授人教版必修一 5.1 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时，教师先用幻灯片向学

生展示安庆的一些名茶，如天柱剑豪、桐城小花、岳西

翠兰等，然后询问“学生平时喝什么茶叶？除了绿茶还

喝过什么？提问学生红茶和绿茶是长在同一种茶树上

的吗？”。在学生回答完之后告诉学生无论是红茶还是

绿茶都来自同一个茶树，紧接着提问学生“为什么同一

种叶子既能做成红茶也能做成绿茶呢
[6]
？”，从而由教

师引导学生进入本节课的主题——“酶”。通过学生平

常熟悉的地方名茶入手，对学生进行提问，让学生产生

认知冲突，进而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让学生带着好奇

心进入接下来的学习。另外，这样还能让学生了解家乡

的特产，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爱护植物的感情。

1.3 丰厚的旅游资源

安庆市被称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其拥有着雄

伟壮丽的天柱山、水光一色的嬉子湖、梦幻多彩的大别

山彩虹瀑布等多种自然景观。同学们对于这些人声鼎沸

的家乡旅游景点一定不陌生，因此，教师将其作为乡土

课程资源融入到生物学课堂当中，一定会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选择性必修二第三章《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

这一节，教师首先播放一段关于天柱山的视频，学生通

过观看视频，欣赏天柱山的美景，了解天柱山所拥有的

生物资源。随后，教师展示天柱山图片，设计一系列的

问题去引导学生区别生态系统的每个层次、总结生态系

统的概念及类型。通过介绍家乡美景，教师不仅能将学

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还能激发学生对家乡自然美

景的热爱之情，从而培养学生造福家乡、爱护生态环境

的社会责任意识。

1.4 珍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安庆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是京剧鼻祖徽

剧的起源地，是黄梅戏壮大发展之地，是“桐城派”的

故乡，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从古至今，安庆

市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如“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

著名作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等
[7]
。这些丰

富的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融入到生物学教学中。比如，

在人教版必修一 5.1 节“基因突变”中，关于细胞癌变

这一部分内容，书中是以结肠癌为例。那在关于讨论结

肠癌发生的原因时，教师向学生们介绍一个安庆名人—

—邓稼先，邓先生为了国家，为了科学，将自己的热血

和青春都奉献给了核实验，也因此而患上了结肠癌。通

过“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事，能让学生对基因突变以

及细胞癌变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

可以激发学生对家乡的伟大科学家以及科学的崇敬之

情，科学和科学家的影响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

新或理论的突破，还能激发学生对自然界的尊重与保护

之情，进而延伸到对生态环境的珍视和爱护上。

2 乡土课程资源的教学案例——《其他植物激

素》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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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材分析

《其他植物激素》选自人教版高中生物学选择性必

修一第五章第二节，承接上一节植物生长素的发现过程、

合成、运输与分布以及生理作用，为后续学习植物生长

调节剂的应用以及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因素做铺垫。本

节内容包括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植物激素间的

相互作用两部分内容，其中“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

用”做简要介绍，“植物激素间的相互作用”需要重点

阐述。

2.2 学情分析

在知识方面，学生通过上一节的学习，已经知道了

植物激素的概念，明确了生长素的合成、分布和运输方

式，理解了生长素的生理作用，从而知道植物激素可以

调节植物的生命活动。但是，学生对于其他植物激素的

合成部位、分布部位和生理作用等知识还不清楚；其次，

学生虽然在第三章已经学习过动物激素间存在协同和

拮抗作用，但是对植物激素间的相互关系还不了解。因

此，有必要对本节内容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在能力方面，

学生能够从图文中提取关键信息，具有信息整合能力，

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分析归纳能力及抽象思维能力，

但对知识的概括能力、分析归纳能力还有待提高。

2.3 教学目标

生命观念：通过资料分析当地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通过图片分析不同激素在猕猴桃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动

态变化的原因，理解植物激素间相互协调，共同调节植

物的生命活动，建立稳态与平衡观。

科学思维：以“天柱山瓜蒌子的一生”为引，总结

各种植物激素的合成部位及主要作用，发展归纳与概括

的科学思维能力。

科学探究：通过重温赤霉素发现过程，感悟科学探

究的严谨和艰辛,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社会责任感：通过情境导入“赤霉素处理天柱山瓜

蒌子种子”，引导学生关注家乡的乡土植物资源和旅游

资源，明确自身责任，增强其热爱及保护家乡生态环境

的社会责任意识。

2.4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合成部位、作用；

植物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教学难点：植物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2.5 教法学法

教法：讨论法、问题驱动法、情景教学法。

学法：自主学习法、合作探究法。

2.6 教学过程

2.6.1教学环节 1：创设情境，以本地植物资源为引子，

探索知识间的联系。

教师活动：播放视频“5A级天柱山旅游美景及用赤

霉素处理天柱山瓜蒌子种子”，引导学生思考赤霉素的

作用是什么？

学生活动：观看视频，回答问题：赤霉素处理瓜蒌

种子是为了促进种子萌发。

设计意图：以情境导入新课，点燃学生学习的热情，

引导学生关注家乡的特色植物.同时，教师通过介绍家

乡优美的旅游景区——天柱山，其一直引得无数中外游

客前来攀登，以此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社会责任意识。

接着顺理成章衔接“赤霉素发现历程”，从而保证课堂

教学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教师活动：教师组织学生阅读教材，思考并回答以

下问题。(1)赤霉素是植物激素吗?(2)通过水稻“恶苗

病”发生，推测赤霉素有什么作用？

学生活动：阅读教材，回答问题：(1)赤霉素是植

物激素。(2)促进植株增高

设计意图：通过问题引领，驱动学生体会赤霉素发

现的科学史，体会科学探究过程，理解赤霉素的作用。

2.6.2 教学环节 2：展示图片 1，以“天柱山瓜蒌子的一

生”为例，引导学生总结归纳。

图 1天柱山瓜蒌子一生中主要参与激素

教师活动：播放“天柱山瓜蒌子的一生”的相关视

频，展示图片 1，要求学生结合课本完成图片上相关激

素名称的填空并分析其功能。

设计意图：以本地植物资源的一生做切入点，拉近

学生与知识的距离，结合教材归纳分析几种植物激素的

功能，提高学生分析与归纳的能力。

2.6.3教学环节 3：展示资料，以当地生产实际问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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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资料 1：赤霉素促进天柱山瓜蒌子种子的萌发，而

脱落酸会抑制天柱山瓜蒌子的萌发。

教师活动：赤霉素和脱落酸二者在调节种子的萌发

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

学生活动：脱落酸能使种子处于休眠状态，赤霉素

能打破种子休眠，因此，二者所起的作用相反的（拮抗

作用）。

资料 2：合理的使用植物激素能让我们收获丰硕的

果实，安庆潜山仙架葡萄各个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赤

霉素能提高它的坐果率，人工合成的砒效隆、6-BA等也

能提高其坐果率。

教师活动：植物生长发育只受一种植物激素调控

吗？

学生活动：根据资料学生发现有三种物质都能提高

葡萄的坐果率，由此得出植物的生长发育是受各种植物

激素或者植物激素调节剂的调节。

教师活动：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植物的生长发育是

多种激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教材“猕猴桃果实发育

过程中多种激素的动态变化”的图（图 2），安排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回答：为什么猕猴桃在果实发育和成熟

过程中其不同的激素呈现动态的变化？

图2猕猴桃在果实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其不同植物激素的

动态变化图

学生活动：在猕猴桃果实发育成熟中，每种激素并不是

孤立的起作用，而是多种激素共同调节其生长发育和对

环境的适应，不同激素的调节还表现一定的顺序性。

设计意图：以植物激素在当地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为

例，引发学生思考，既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便于学生理

解，又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家乡的植物资源。

2.6.4教学环节四：回归生活，以生活中真实情境问题

提问，发展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设问：①安庆市宜秀区白

泽湖乡大枫社区是柿子丰收的宝地，当地的村民会将成

熟的苹果与未熟的柿子放在一起，密封保存一段时间后

柿子就变得香甜可口。请用本节课所学的知识解释下其

原理。②小麦、玉米在即将成熟时，如果经历一段时间

的干热之后又遇大雨天气，种子就容易在穗上发芽。请

结合植物激素相关知识解释其原理。

设计意图：将学生所学的植物激素相关的知识与当

地生活中真实情境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学以致用。

2.6.5结课

教师进行总结，以“天柱山瓜蒌子的一生”总结本

节课所学的几种植物激素的合成部位和功能，引导学生

理解植物激素间的相互作用，增强学生对家乡植物的爱

护之情，进而提高学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结语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秉承生态道德观念，充分利

用乡土课程资源，对于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增添课堂的趣味性，将生物学知识

与学生所熟知的乡土课程资源联系起来，让难以理解的

生物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二是弥补教材的不足，结合

本地特色开展生物学教学，更加符合当地学生的认知水

平。三是增强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充分了解家乡的本

土资源，欣赏家乡的美景，感受家乡的人文底蕴，培养

学生爱护家乡优美的生态环境、回报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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