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教学大纲

Biolog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in middle school

课程类别： 教师教育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101001C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 先修课程：
专业导论课、动物学、植

物学、细胞生物学

总 学 时： 32 学 分： 2

讲 授： 28 实 践： 4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中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是教育理论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它上承教育基本原理，

下启课堂教学技能，是教育理论转换为教学实践的关键和核心。因此，中学生物课程与教学

论是教师应对新时期教育的必要前提。

中学生物课程与教学论是生物学教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目的是培养学生从事

中学本课程的主要教学教育工作所必备的一些专业技能和持续发展自身专业素养的基本能

力。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 通过学习全面了解中学生物学教学的基本规律、教学手段及方法；

2. 使学生学习生物学的过程成为一个主动探究和认识生命世界的过程。同时也为学生

步入社会、择业和确定进一步学习的专业方向提供帮助；

3. 使学生初步了解国外中学生物教学的发展的理论状况与发展趋势和最新发展动态。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系统学习生物学教育教学理论，熟悉教育方法，了解生物教学论发展简史

和最新研究动态，并把这些理论运用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中。通过学习,使学生

具有从事生物教育的职业理想。

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思政，使学生热爱生命科学研究、具备一定的科研思维。了解中

学生物课程设置及发展和改革的背景、学习中学生物课程新标准，分析中学生物教材；培养

学生备课、上课、考试评价等生物学教学工作的能力和实验技能。

课程目标 3：掌握教学过程的特点,学习和实践各种教学方法, 熟知各项教学技能的基本



要点, 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建立辩论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 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课程目标 4：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教学任务和课后作业，激发学生探索与求知的欲望，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敢的创新精神、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教育情怀

（M）学科素

养（H）

2.1【职业认同】具有家国情怀，热爱教育事业，乐于从教，具有从事生物

基础教育事业的职业理想，领悟中学生物教育的意义，具有乐观向上的品

质，认同中学生物教师角色及其专业性和独特性，懂得生物学科教育理念

及教育教学规律。

3.1【学科基础】具有系统扎实的生物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熟悉

生物专业知识体系和架构，能综合运用生物学科知识和技能解释生命现象，

科学地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服务社会。

课程目标 2
教学能力

（H）

4.2【教学实施】能遵循中学生认知特点，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前端分析，

选用合适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合理将现代信息技术资源与生物学科

教学内容整合，开展有效教育教学活动。能正确的进行教学评价，获得对

生物学科教学的真实感受和初步体验。

4.3【教学研究】教育实习与实践中能针对生物课程具体的教学问题，选择

合理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研究成果，具备基本的研究能力。

课程目标 3
综合育人

（M）

6.1【育人规律】具有教书育人意识。了解中学生思想品德培育、人格塑造、

行为习惯养成的过程与方法，在教育教学中树立育人为本的理念。

6.2【学科育人】理解生物学科的育人内涵和意义，熟悉生物学科育人的途

径与方法，利用生物学科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爱国

情感、文化自信、思辨能力等思政元素结合生物教学进行学科育人。

课程目标 4

学会反思

（M）沟通合

作（M）

7.2【反思创新】系统进行批判性思维方法和反思技能的训练，学会独立思

考，掌握基本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创新性地解决专业学习及中学生物教育

教学等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具有积极的教学反思体验。

8.2【交流沟通】掌握小组学习、专题研讨、网络分享等交流合作的方式方

法，能够在教育实践中与中学生、家长、同事等进行有效倾听、有效表达，

具有良好的积极的交流沟通技能与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章序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学时分配 支撑

课程目标讲授 讨论 小计

第一章 中学生物学课程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2 0 2 课程目标 1、4

第二章 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4 0 4 课程目标 1、4



第三章 生物学核心素养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4 0 4
课程目标 1、2、

3、4

第四章
生物学教育的学习和

教学理论
讲授法、问题学习法 4 0 4

课程目标 1、2、
3、4

第五章
生物学课堂常用的教

学策略

讲授法、问题学习

法、案例法
2 0 2

课程目标 1、2、
3、4

第六章 基本教学技能
讲授法、问题学习

法、案例法
4 2 6

课程目标 1、2、
3、4

第七章
在课堂中使用多种教

育技术

讲授法、问题学习

法、讨论法
3 1 4

课程目标 1、2、
3、4

第八章 生物学教师的备课
讲授法、问题学习

法、讨论法
1 1 2

课程目标 1、2、
3、4

第九章 生物学教育评价
讲授法

2 0 2
课程目标 1、2、

3、4

第十章
生物学校外活动与教

学中的安全

讲授法
2 0 2

课程目标 1、2、
3、4

第十一

章

生物学教师的专业素

养发展与教育科学研

究

自学

0 0 0
课程目标 1、4

第十二

章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概

览

自学
0 0 0

课程目标 1、4

总计 28 4 32

学习内容：

第一章 中学生物课程

介绍中学生物课程的性质、价值、地位；中学生物学课程目标与标准。

重点：了解中学生物课程的性质、价值、地位；中学生物学课程目标与标准。

难点：明确生物新课程的理念和目标。

第二章 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

介绍人类科学事业的本质特征；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本质和关于科学本质的教学策略。

重点：人类科学事业的本质特征。

难点：关于科学本质的教学策略。

第三章 中学生物教学课程和模式

了解科学素养和生物学核心素养；及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

重点：科学素养与生物学核心素养关系。

难点：生物学核心素养具体内容。

第四章 生物学教育的学习和教学理论

了解中学生生物学习活动特点、类型及策略；掌握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新发展；掌握实

验课教学设计实施的方法和生物活动课教学实施的方法。



重点：掌握实验课教学设计实施的方法和生物活动教学实施的方法；中学生生物学习活

动的含义、特点、类型及策略。

难点：掌握教学媒体和学习环境的设计，新课程与学习方式的变革。

第五章 生物学课堂常用的教学策略

掌握中学生物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

重点：掌握中学生物教学过程、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

难点：三种基本的教学模式。

第六章 基本教学技能

掌握创设教学情境的方法；学会生物教学基本技能及学习指导的技能；掌握信息技术与

生物学教学整合的方法；理解开发与利用中学生物课程资源的重要性。

重点：生物教学基本技能及学习指导的技能。

难点：开发与利用中学生物课程资源的重要性。

第七章 在课堂中使用多种教育技术

了解教育技术在科学课堂中的应用；以及如何做直观教学、演示文稿及图像的使用、如

何利用视频技术和制作简易教具的方法。

重点：如何做直观教学、演示文稿及图像的使用。

难点：如何利用视频技术和制作简易教具的方法。

第八章 生物学教师的备课

该章主要介绍了什么是备课、为什么要备课及如何备课。

重点：如何备课。

难点：如何做备课资源的搜集。

第九章 生物学教育评价

介绍教育评价的概念、类型和功能；掌握生物试题的类型及编制时遵循的原则；理解生

物课堂教学评价的目的、方法。

重点：教育评价的概念、类型和功能；学生学业成绩的测量和评价及统计与处理。

难点：测评的质量指标。

第十章 生物学校外活动与教学中的安全

介绍了生物学校外活动的类型；以及如何组织筹划和组织；如何防范生物学教学和校外

活动中的安全。

重点：校外活动的类型。

难点：如何防范教学和校外活动中的安全。

第十一章 生物教师的专业素养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

深入了解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和生物教师专业化的途径；了解生物学教师的教学

艺术和现代，生物教师的基本素质；掌握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并能够根据选定的研究课题，



进行具体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

重点：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和生物教师专业化的途径。

难点：掌握基本的教育科研方法，并能够根据选定的研究课题，进行具体研究并撰写研

究报告。

第十二章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概览

介绍了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科学教育发展的代表性项目；以及科学教育的学术团

体和国际会议。

重点：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难点：科学教育发展的代表性项目。

五、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把握主线，引导学生掌握中学生物教学论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实际意义，

利用课本中给出的实际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中学生物教学过程的基本过程、方法和策

略。

2. 采用教授法、案例教学法、思维导图法等多种教学方式并配合多媒体教学手段，将

先修课程和与本课程结合起来，保证学生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

3. 寓教于乐、课堂采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将知识变的通俗易懂，并实时进行技能演练使

课堂变的生动活泼。

六、考核方式与评定方法

（一）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

方式

课程目标 1：系统学习生物学教育教学

理论，熟悉教育方法，了解生物教学论

发展简史和最新研究动态，并把这些理

论运用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

中。通过学习,使学生具有从事生物教

育的职业理想。

关于教学论的概念；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生物

学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异同。

课堂任务

课后作业

期末成绩

课程目标 2：通过课程思政，使学生热

爱生命科学研究、具备一定的科研思

维。了解中学生物课程设置及发展和改

革的背景、学习中学生物课程新标准，

分析中学生物教材；培养学生备课、上

课、考试评价等生物学教学工作的能力

和实验技能。

通过分析中学生物课程新标准，绘制学习策略思维导

图，教学策略和教学设计知识汇总，结合中学生物教

材，考核学生备课和如何评价学生的技能。

课堂任务

课后作业

期末成绩

课程目标 3：掌握教学过程的特点,学习

和实践各种教学方法, 熟知各项教学

技能的基本要点, 并在具体的教学实

教学论发展历程中科学家的故事；教学策略与学习策

略发现的历程及意义；教学论知识中蕴含的正确生命

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启发与讲解；考核学生各种教

出勤



（二）评定方法

1. 成绩评定

考查课程成绩采取“N+2”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任务、课后作

业，占比 30%；“2”指论文成绩与课堂笔记，分别占比 50%、20%，其中论文成绩不低于 50

分，低于 50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2. 课程目标考核占比与达成度计算

（三）评分标准

1. 出勤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3

学 习 态 度 端

正，按时上课，

不 迟 到 不 早

退，遇事请假

次数不超过 2

学 习 态 度 端

正，按时上课，

不 迟 到 不 早

退，遇事请假

次数不超过 5

学习态度较端

正，有迟到现

象，遇事请假

或无故不到次

数达到 8次，。

学习态度较端

正，有迟到早

退现象，请假

次数超过 8次，

无故不到现象

学习态度不端

正，不能按时

上课，经常迟

到早退，遇事

请假次数或无

践中充分地加以应用。使学生建立辩论

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 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

学技能的掌握和应用。

期末成绩

课程目标 4：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教学

任务和课后作业，激发学生探索与求知

的欲望，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

敢的创新精神、良好的逻辑思维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活和生产中各种现象引发的思考；小组讨论生活实

践中教学与学习规律的应用；科学家科研思维的探讨。

课堂任务

课后作业

期末成绩

考核环节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过程性考核
（满分100） 平时成绩

（30%）

出勤（20分） 20分

课堂任务（40分） 20分，各课程目标分值根据课堂任务情况而定

课后作业（40分） 20分，各课程目标分值根据课堂任务情况而定

终结性考核
（满分100）

期末成绩
（50%）

开卷考试（ 100
分）

根据参考答案评分细则给分，由于是开放性题型，思
路正确，具有可行性即可给分

笔记
（20%）

（100分）根据实际内容，可以将小组活动完成情况结合笔记考核给分

课程达成度 分目标达成度=∑各考核环节样本总均分/总分*权重（总达成度以分目标最小值确定）



次，无无故不

到现象。

次。 超过 1 次但不

超过 3次。

故不到次数超

上课 1/3 不予

参加考试。

2. 课堂任务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课堂任务能积

极完成，态度

非常端正，需

回答时语言表

达清晰准确；

做习题时得分

在 90分以上；

需讨论时积极

配 合 组 织 同

学。

课堂任务能较

积极完成，态

度较端正，需

回答时语言表

达 较 清 晰 准

确；做习题时

得分在 80 分

以上；需讨论

时较积极配合

组织。

课堂任务能完

成，态度还算

端正，需回答

时语言表达还

算清晰准确；

做习题时得分

在 70分以上；

需讨论时配合

组织同学还算

积极。

课堂任务勉强

完成，态度一

般，需回答时

不 太 愿 意 配

合；做习题时

得分在 60分以

上；需讨论时

配合组织同学

不积极。

课堂任务不完

成，态度差，

需回答时不配

合；做习题时

得分在 60 分

以下；需讨论

时拒绝配合。

课程目标 2

课堂任务主动

配 合 认 真 思

考，综合各专

业知识，积极

调动想象力、

探究力、逻辑

思维能力、抽

象 思 维 能 力

等；对开放性

探索性任务总

是善于思辨。

做习题时得分

在 90分以上。

课堂任务较主

动极配合认真

思考，综合各

专业知识，较

积极调动的想

象力、探究力、

逻 辑 思 维 能

力、抽象思维

能力等；对开

放性探索性任

务愿意思辨。

做习题时得分

在 80分以上。

课堂任务还算

主动配合认真

思考，综合各

专业知识，能

调动想象力、

探究力、逻辑

思维能力、抽

象 思 维 能 力

等；对开放性

探索性任务思

辨意愿不强。

做习题时得分

在 70分以上。

课堂任务配合

和 思 考 不 积

极，不综合各

专业知识，不

愿 调 动 想 象

力、探究力、

逻 辑 思 维 能

力、抽象思维

能力等；对开

放性探索性任

务 思 辨 力 较

差。做习题得

分在 60 分以

上。

课堂任务变相

拒绝配合拒绝

思考，不会综

合 各 专 业 知

识，拒绝调动

想象力、探究

力、逻辑思维

能力、抽象思

维能力等；对

于开放性探索

性任务思辨能

力差。做习题

时 得 分 不 及

格。

课程目标 4

积极思考与反

思课堂任务；

小组成员之间

交流协作能力

互作互学能力

强，非常积极

主动配合完成

课堂任务。

较积极反思课

堂任务；小组

成员之间交流

协作能力互作

互 学 能 力 较

强，能积极配

合完成课堂任

务。

思考与反思课

堂任务积极性

不太高；能配

合完成小组任

务，但主动性

不强。小组成

员之间交流协

作能力互作互

学能力不强。

思考与反思课

堂任务积极性

差；配合小组

完成课堂任务

主动性差。小

组成员之间交

流协作能力互

作互学能力较

差。

不积极思考课

堂任务；小组

协作能力差，

未能很好完成

小组任务。小

组成员之间交

流协作能力互

作 互 学 能 力

差。

3.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好，书

写工整，准确

率达到 90%以

上。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较好，

书写较工整，

准 确 率 达 到

80%以上。

课后作业习题

基本完整，书

写基本工整，

准 确 率 达 到

70%以上。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较差，

书写不工整，

准确率较低。

课后作业习题

完整性差，书

写凌乱，准确

率低。

课程目标 2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完整，

结果正确率高

达 90%以上；

逻辑思维题思

路清晰，答案

准确。

课后作业计算

题 步 骤 较 完

整，结果正确

率 达 80% 以

上；逻辑思维

题 思 路 较 清

晰，答案较准

确。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基本完

整，结果正确

率达到 70%以

上；逻辑思维

题思路基本清

晰，答案不全

面。

课后作业计算

题步骤完整性

较差，结果正

确率不高；逻

辑思维题思路

不太清晰，答

案准确率低。

课后作业计算

题 步 骤 不 完

整，结果正确

率太低；逻辑

思维题思路不

清晰，答案错

误率高。

课程目标 4

能积极思考与

反思课后习题

解答途径，并

能积极与同学

商讨，给同学

解答。

能较积极思考

与反思课后习

题解答途径，

也能较积极与

同学商讨，给

同学解答。

能思考课后习

题解答途径，

但不能很好反

思，与同学商

讨，给同学解

答 积 极 性 不

高。

课后习题解答

途径反思能力

较差，不太愿

意 与 同 学 商

讨，给同学解

答。

课后习题解答

途径反思能力

差，不愿意与

同学商讨，给

同学解答。

4. 期末考核（论文）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准确地表述

教学论的基本

理论；能根据

教学论普遍定

律准确得出自

己的观点。

能较准确地表

述教学论的基

本理论；能根

据教学论普遍

定律准确得出

自己的观点。

能够较准确地

表述教学论基

本理论；但自

己的观点表述

不完整。

能够较准确地

表述教学论基

本理论；但自

己的观点表述

不完整且缺乏

逻辑性。

教学论理论理

解完整性差，

书写凌乱，准

确率低。

课程目标 2

能够充分分析

中学生物课程

新标准，准确

完整绘制学习

策略思维导

图，准确运用

教学策略和教

学设计；能够

结合中学生物

教材，做到科

学完整备课和

能够较充分分

析中学生物课

程新标准，准

确完整绘制学

习策略思维导

图，准确运用

教学策略和教

学设计；能够

结合中学生物

教材，做到科

学完整备课和

评价。

能够分析中学

生物课程新标

准，准确完整

绘制学习策略

思维导图，准

确运用教学策

略 和 教 学 设

计；能够结合

中 学 生 物 教

材，做到科学

完整备课和评

价。

能够基本分析

中学生物课程

新标准，准确

完整绘制学习

策 略 思 维 导

图，准确运用

教学策略和教

学设计；能够

结合中学生物

教材，做到科

学完整备课和

评价。

不会分析中学

生物课程新标

准，也不具备

绘制学习策略

思 维 导 图 能

力，备课不完

整和评价不到

位。



评价。

课程标准 3

能准确答出科

学家对于教学

论知识在教学

中的应用情

况。

能要点性地答

出科学家对于

教学论知识在

教学中的应用

情况。

能要点性地答

出科学家对于

教学论知识在

教学中的应用

情况，但完整

度不够。

能基本地答出

科学家对于教

学论知识在教

学中的应用情

况，但完整度

不够。

答不出科学家

对于教学论知

识在教学中的

应用情况。

课程目标 4

对论文内容能

积极思考与反

思；小组协作

能力强，积极

主动配合完成

任务。

对论文内容能

积极思考与反

思；小组协作

能力较强，积

极主动配合完

成任务。

基本能对论文

内容能积极思

考与反思；有

一定的小组协

作能力，积极

主动配合完成

任务。

对论文内容能

积极思考与反

思能力较差；

基本能配合完

成任务。

对论文内容能

积极思考与反

思能力较差；

未能配合完成

任务。

评分细则见考卷。

七、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 刘恩山.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二版）[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二）主要参考书：

[1]刘恩山. 中学生物学教学论[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汪忠. 新编生物学教学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执笔教师： 马晓丽

审 核 人： 赵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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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Interpretation of Biology

课程类别 教师教育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1011006C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 先修课程

普通话、三笔字、心理学、

教育学、教师教育技能训

练

总 学 时 34 学 分 2

讲 授 34 实 践 0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现代生物课程体系的组成部分，重在让学生能明确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

的区别；建立合理的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突出学生的发展，科学制定课程标准等。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从事中学生生物教学的能力及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一门教师教育选修课程。开设生物课程标准解读课，是对生物

教学实践的具体落实，是实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经环节。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 全面了解该课程的基本思路及要求，帮助学生掌握该课程的主要内容。

2. 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建立新的教学方式，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人文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

3. 引导学生对标准中的案例进行讨论与分析，开拓学生思维及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

和实践能力。

4. 通过以团队形式完成实践任务的方式提高沟通合作和共同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理解生物课程标准编制的背景及基本思路，掌握本课程标准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

课程目标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生物学科育人的内容、途径与方法，

培养其分析与解决教学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具备生物教学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前查阅资料、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等方式，激发学生从事生物教学



的热情，使其具备勇于探索创新、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教学能力

（M）

4.1[教学设计]了解教育教学一般规律，掌握生物学科基本教学知

识；具备教学基本功，系统掌握课堂教学的基本技能，熟悉中学

生物学课程标准和教材，领会教材编写意图，较准确把握教学内

容，结合生活中的各种生命现象科学合理进行教学设计。

课程目标 2
综合育人

（H）

6.2[学科育人] 理解生物学科的育人内涵和意义，熟悉生物学科育

人的途径与方法，利用生物学科中蕴含的工匠精神、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爱国情感、文化自信、思辨能力等思政元素结合生物

教学进行学科育人。

课程目标 3
教育情怀

（M）

2.1[职业认同] 具有家国情怀，热爱教育事业，乐于从教，具有从

事生物基础教育事业的职业理想，领悟中学生物教育的意义，具

有乐观向上的品质，认同中学生物教师角色及其专业性和独特性，

懂得生物学科教育理念及教育教学规律。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章序 内容 教学方法
学时分配 支撑

课程目标讲授 实践 小计

第一章
标准编制的背

景
讲授 2 0 2

课程目标

1，2，3

第二章
标准编制的基

本思路
讲授 4 0 4

课程目标

1，2，3

第三章
标准和现行大

纲的比较
讲授 2 0 2

课程目标

1，2，3

第四章
标准构建的新

课程体系
讲授 6 0 6

课程目标

1，2，3

第五章 教学实施建议 讲授 6 0 6
课程目标

1，2，3

第六章
标准实施问题

解答
讲授 6 0 6

课程目标

1，2，3

第七章
标准中的案例

分析
讲授 6 0 6

课程目标

1，2，3

第八章
课程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
讲授 2 0 2

课程目标

1，2，3

学习内容：

第一章 标准编制的背景



初中生物(科学)课程的国际比较；国内生物课程现状调查与分析；生物科学发展概览；

国内中学生物学教育的社会需求分析。

重点：课程标准编制的背景。

难点：生物课程标准的发展状况。

第二章 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

“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理念；“倡导探究性学习”的理念；《生

物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其阐述。

重点：生物课程标准的主要内容。

难点：课标中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及探究性学习的理念。

第三章 标准和现行大纲的比较

(标准)和大纲课程目标的比较；（标准)和大纲课程内容体系的比较。

重点：标准和大纲课程内容体系的区别。

难点：标准和大纲课程内容体系的区别。

第四章 标准构建的新课程体系

为什么构建“人与生物圈”课程新体系；(标准)确定 10大主题的基本思路；《生物课程标

准》的实施要点。

重点：生物课程标准的实施要点。

难点：标准构建的课程体系及确定主题的基本思路。

第五章 教学实施建议

提高贯彻课程目标的自觉性；组织好探究性学习；加强和改进生物学实验教学；开创

科学、技术和社会教育的新局面；部分教学案例。

重点：生物学教学模式。

难点：生物学教学模式。

第六章 标准实施问题解答

(标准)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问题；(标准)实施中的实际难题。

重点：生物课程标准实施的偏差及难题。

难点：生物课程标准实施的偏差及难题。

第七章 标准中的案例分析

标准中案例的整体评析；标准中案例的具体评析和拓展。

重点：标准中案例的评析。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204351&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43040&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81288&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87219&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301312&ss_c=ssc.citiao.link


难点：标准中案例的评析。

第八章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课程资源的利用；课程资源的开发。

重点：生物课程资源的利用。

难点：生物课程资源的利用。

五、达成教学活动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通过课前布置资料查询任务，让学生带着问题来上课，从而轻松带领学生进入课程

体系及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形成牢固的知识系统。

2. 采用标准案例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开展小组讨论，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使其

具备生物教学及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利用学习通等学习软件，配合多媒体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气氛，创造轻松愉快的学

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六、考核方式与评定方法

（一）考核方式

考查课程成绩采取“N+2”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 30%；其中包括考

勤（30%）、课堂表现（30%）、平时作业（40%）；“2”指卷面成绩与课堂笔记，分别占比 50%、

20%，其中论文成绩不低于 50分，低于 50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二）成绩评定标准

1. 课堂教学情况评价方法与标准

课堂考勤占比 30%，缺课 1/2，考勤分为 0分；

课堂表现占比 30%，参与所有课堂活动满分；无故不参加一次，扣 2分；

平时作业占比 40%，每学期布置五次作业，每次作业满分 20分，作业评价方法与标准

附后；

课堂笔记占比 20%，课堂笔记得分视笔记完整性及认真程度酌情给分。

2. 作业评价方法与标准

评价依据以下几个方面：

①不交作业，成绩为 0分；

②完整性：5分，作业内容基本完整，没有故意的少题、漏题；

③认真程度：5分，格式规范，代码层次清晰，字体统一，不是随意拼凑；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3331504&ss_c=ssc.citiao.link


④正确性：5分，根据答题情况给出分数；

⑤重复率：5分，允许不同的作业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但不能全部相同。如果有部分完

全相同，酌情扣分。

3. 期末考核评价标准

详见期末试题评分标准。

七、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生物课程标准研制组. 生物课程标准解读(2011版). 北京: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二）主要参考书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生物课程标准研制组. 生物课程标准解读.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2.

[2] 陈继贞, 张祥沛, 曹道平. 生物教学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执笔教师： 马晓丽

审 核 人： 赵红梅

2021 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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