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缘起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后面简

称2017版）中展示的课程结构，将高中生物课程分为

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部分。必修部分包括“分

子与细胞”和“遗传与进化”两个模块；选择性必修部

分有“稳态与调节”“生物与环境”和“生物技术与工

程”三个模块；选修部分涉及现实生活应用、职业规划

前瞻和学业发展基础三个方向的多个拓展模块。

2017版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的课程内容，与《普通高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实验）》（2003年版）（后面简称2003
版）中的内容标准类似，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个版

本课程标准的课程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2003版
中的必修三模块“稳态与环境”拆成两个模块放到选

择性必修“稳态与调节”“生物与环境”中，这种调整合

理吗？

2 视角

（1）从课程的性质来看，必修课程由国家根据学

生全面发展需要设置，所有学生必须全部修习，具有

广泛性、基础性，并代表国家意志，表明国家对普通高

中毕业生在生物学科方面应该学会的知识、应该掌握

的技能和应该达成的素养的要求，关系到国家未来培

养了一代又一代什么素质的公民的大方向，所以必修

课程内容的设置就显得十分关键。选择性必修课程由

国家根据学生个性发展和升学考试需要设置，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未来的职业方向自愿选

择，具有选择性，体现了国家对学生课程选择权的尊

重。

（2）从设计的依据来看，必修课程选择的是现代

生物学的核心内容，与社会和个人生活关系密切，是

后续学习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对于提高全体高中生的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个人的身心健康是最基本的，是第一位的，所以健康

的一些知识以及环保的一些理念与社会和个人关系

非常密切。对一个高中生来讲十分重要。离开稳态

与调节内容的学习，无助于学生对生命活动规律的正

确认识，无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健康生活方式对维持人

体内环境的稳态、疾病预防的意义，对生物学科核心

素养之一的生命观念的形成不利；离开生物与环境知

识的系统化的学习不利于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观念，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对于发展

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之一的社会责任十分不利。

因此，将稳态与调节放在必修部分非常必要。

（3）从课程的衔接来看，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生

物学教学内容，包含了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内容，学生

能够初步认识到生命是延续和发展的，生物具有多样

性，能够初步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树立正确的自然

观。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生物教材里也有传染病以

及免疫方面的内容，但缺乏稳态与调节、生态与环境

方面的系统的知识。因此，可见2017版的必修部分内

容的安排，强化了遗传与进化的内容，忽视了稳态与

调节、生态与环境的内容，不利于学生形成完整性的

生物学知识结构。

（4）笔者认真研读了《中学理科课程标准国际比

较与研究》（生物学卷）。从国外的安排来看，尽管各

个国家的课程建构、选课制度不尽相同，但没有哪个

国家把稳态与调节、生态与环境的内容独立出来作为

选择学习的内容，都是将这些知识融入一个大的、立

体的、完整的知识框架中。2017版的安排从未来的职

业选择考虑，体现课程的选择性，这肯定是先进的一

面；但对选生物的学生来讲，选择性必修三个模块都

是升学考试的必考的内容，亦即三个选择性必修模块

并没有体现未来专业和职业的方向性，如医学、农学、

园林、生物工程等（当然也没有必要在高中阶段分得

太细，打好坚实的基础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必要把本

该放在必修部分的内容调整到选择性必修来。

（5）从学习的难度来看，遗传与进化，特别是遗传

的概率计算部分的难度较大。以往不少学生学到这

里就头疼，有的学校为了防止选生物学科的人数少而

先上“稳态与环境”模块，然后再上“遗传与进化”。江

刍议2017版新课标中高中生物必修内容的安排

蒋桂林 （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苏南京 210001）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为 J-b/2018/20）
的研究成果。

文件编号：1003 - 7586（2018）10 - 0069 - 02

第 34 卷第 10 期

2018 年

中学生物学

Middle School Biology
Vol.34 No.10

2018

—— 69



苏省多年的生物学业水平测试和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最难的题几乎都在遗传部分，这也从另一

个侧面反映了遗传部分学习的难度。再者，遗传部分

的学习离不开有丝分裂的特殊方式——减数分裂的

学习，而减数分裂又是分裂里面最难的部分，有关进

化的内容又有不少的争论，所以这个必修模块的学习

难度明显高于2003版的“稳态与环境”。结合前面所

述的初中教材中已有不少遗传和进化知识的学习的

情况，高中必修课程再按2017版那么学，而放掉“稳态

与环境”的必修内容应该不是上策。

3 设想

（1）整体框架应保留2003版的结构，特别是必修

部分，为了满足 4个必修学分的要求，精简 2003版中

与初中可能重复的内容、学习难度过大的内容、与学

科核心素养匹配度不高的内容，适度增加现代生物学

发展中与社会和个人关联度高的知识的介绍。

（2）优化选择性必修的内容，在关注学科核心素

养、聚焦大概念的前提下，将必修模块里相对难一些

的内容、学生未来学习与生物有关的专业时必备的一

些基础内容、现代生物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一些前沿的

内容等加以梳理整合。

总之，通过科学设计高中生物必修和选修的课程内

容，让所有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都得

到全面而良好的发展，为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和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奠定良好的基础；让选择生物学科的学

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科素养都能得到更好的发

展，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课程方案［S］.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3］ 刘恩山.中学理科课程标准国际比较与研究（生物学卷）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本轮课程改革中，核心素养已成为各学科课程教

学的灵魂，指导着各学科的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组织、

学业质量标准的设计和评价实施。《普通高中生物学

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版课程标准”）

正式发布，指出高中生物核心素养由生命观念、科学

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4个要素构成。它们既各

自独立，又相互联系，贯穿于生物课程标准的始终。

教师要如何理解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课题组通过

研讨，认为应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才能在教学中正

确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1 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关系

2016年正式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

内容和框架，如何处理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关系，涉及到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与课程改革

的深化成败，成为中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1 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与学科核心素养是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前者是未来公民具有的最关键最根本的

素养；后者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而设计，是前者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通过学科课程学习形成的关键

能力和必备品格。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新一轮课程

改革的整体要求，是各个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是知

落实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应处理好三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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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应处理好三种关系：学科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关系、学科核心

素养与三维目标的关系、学科核心素养与学业质量标准的关系。

关键词 核心素养 课程标准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三维目标 学业质量标准 高中生物

中图分类号 Ｇ633.91 文献标志码 B

文件编号：1003 - 7586（2018）10 - 0070 - 04

第 34 卷第 10 期

2018 年

中学生物学

Middle School Biology
Vol.34 No.10

2018



——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