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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建构的价值与实践探索 

 毛明高 

 
摘 要：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

已不满足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及学生日常学习

的需求。对此，众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突破传统的
教学模式，纷纷探索更能适应教育发展的教学手

段。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建构是一种新型的教
学模式，其是生物教师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

的提炼与升华，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模
型建构的应用体现了生物教师对多学科融合教学方

式的重视以及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作为一种新
型的教学模式，它是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强调的重

要教学方法之一，需要教师学习、掌握和实践这种
创新教学模式。本文站在高中生物教师的角度，主

要从当前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的类别、建构的方
式、在教学中的价值及意义、实践策略等当面进行

了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高中生物；生物教学；模型建构；高中

生；生物教师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生物教师利用创新的教学
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弥补传统教学方式
的弊端，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生物教育
教学质量。模型建构是高中生物教学中一种新型的
教学模式，其在学生对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学科思
维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的培养方面都具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当前，很多高中生物教师站在学科教学改
革及高中学生发展需求的角度，采用了各种各样的
生物模型，主要可分为物理模型、数学模型、概念
模型三大类。本文主要从当前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
的类别、建构的方式、在教学中的价值及意义、实
践策略等当面进行了简要的阐述，一是为高中生物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提供一些参考，二是抛砖引玉。 

一、高中生物模型及建构 
（一）生物模型的类别 
当前，高中生物学科模型主要分为三大类，即

概念模型、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所谓概念模型，
是一种基础模型，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以文
字的形式来阐释生物学知识，体现描述对象的基本
特征。例如在学习呼吸作用的过程时，呼吸作用的
概念模型为呼吸作用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物质变化及
能量变化；在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分类中包含了
真核生物、病毒、原核生物；达尔文对自然选择学

说的解释等等，都是概念模型。所谓物理模型，主
要是指生物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借助各种图
片以及实际物品来展现知识点。例如在学习 DNA 的
结构时，引导学生构建 DNA 双螺旋结构来化抽象为
具体，帮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在学习细胞的结构
时，指导学生构建细胞的结构模型，帮助学生理清
细胞各结构的内在联系；在学习生态系统时，指导
学生制作生态缸，加深学生对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的理解；学习显微镜的操作时，教师借助实际的
光学显微镜，引导学生对光学显微镜进行观察，从
而达到教学的目的。所谓数学模型，主要是指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设计数据或是数量变化时，而采用图
表、曲线、数学表达式等方式来体现生物学知识。
例如在学习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时，教师往往引导
学生采用折现的方式，引导学生在分裂的不同时期
记录细胞中染色体、核 DNA 的变化情况，以坐标图
的方式直观展现，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二）生物模型的建构 

上文已经提到，生物模型主要分为概念模型、
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根据模型的分类，本文接下
来将分析不同模型的建构。 

第一，概念模型的建构。概念模型主要是指以
文字的方式体现描述对象的基本特征，从而展现相
关生物学知识点。教师构建概念模型的初衷是帮助
学生更容易的理解生物学知识，但在实际的生物教
学中，生物教师向学生展示的概念模型，尤其是复
杂及抽象的概念模型时，很多学生难以理解和吸
收。因此，在采用概念模型进行教学时，教师需要
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教学
情境中更好的、更快的理解和接受概念模型。当
然，概念模型的建构还需要生物教师保持较强的耐
心，一步步的引领学生从简单的知识学起，由点到
节、由节到章、由章到模块、由模块到模块之间的
内在联系，逐步的接受深层次的知识点，把握概念
的核心内容。 

第二，物理模型的建构。物理模型的建构最主
要的目的是提升学生学科思维的发散性和创新性。
在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物
理模型建构，一是引导学生零距离接触实物。例如
在 DNA 的结构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走
上讲台，近距离的观察 NDA 的基本结构；二是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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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创作中学习和感悟，例如针对细胞结构的学
习，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制作细胞结构的模型，
然后进行分享与相互学习，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升
学生的实践创新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加强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和吸收。 

第三，数学模型的建构。当前，信息技术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很多学科的教育教学现状，
高中生物学同样如此。在数学模型建构的过程中，
很多教师利用多元化的信息技术进行教学，简化了
传统数学模型的建构方式，通过培养，很多学生能
够利用计算机画出相应的曲线、图表，有效的提升
了学习的效率，实现了生物课堂上数学模型的高效
建构。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学模型建构，
能够让学生直观的发现数据或是曲线的规律，从而
更有助于把握知识的基本特征和生物学规律。 

二、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建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提升高中学生生物学科的学习效率 

模型建构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在生物课堂
教学中，生物教师采用丰富多样的生物模型，可以
有效的增强学生对生物学科学习的体验感，提升学
生对生物学科的学习和探索的兴趣。丰富多样的生
物模型也能够提升学生对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而自觉的参与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当然，不同
层次以及不同类型的模型建构还有助于学生从表面
概念知识为起点，深层次的挖掘知识的本质，并深
入地掌握知识点。长此以往，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丰
富多样的生物知识点，而且还能提升生物学科的学
习效率。 

（二）提升生物教师的教学能力 

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模型建构丰
富教学内容，不仅对教学方式进行了创新，而且还
有助于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师教学方式以及教学理
念的不断创新和突破，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教
学能力。一般来说，高中生物教师要想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不同的生物模型，必须要进行课前设计，结
合教材中的具体内容设计恰当的生物模型，从而引
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学习，教师在设计模型的过程
中也能够潜移默化的提升个人的教学能力。当然，
建构模型在生物课堂上的应用，也促进了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与以往的灌输式的教学方
式不同，教师重新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引导学生发
掘个人的潜力，最终师生在和谐的氛围下构建模
型，提升了教学质量。 

（三）提升高中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积极运用不同的

生物模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关联学科的兴趣，
而且有助于学生用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解决问题。
当然，模型建构的过程也为学生自主探索及学习提

供了机会，很多学生能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充分的
发散思维、发掘潜力，利用模型解决问题。在一步
步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思维的灵活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思考的创造性都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最终有助于提升高中生的综合素质。 

三、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建构实践的具体措施 
（一）概念模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1.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绘制概念模型图 
采用概念模型的方式进行教学最关键的地方在于

引导学生绘制概念模型图。当前，高中生物教师在生
物教学的过程中采用概念模型，并不是简单的帮助学
生学习新知识或者是巩固旧知识，而是要学会引导学
生绘制概念模型图，感受概念模型带来的作用。概念
模型一般主要是以概念图的形式展现不同知识点或不
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表现概念或知识的一种
工具，可以将不同的概念以及生物学规律关联在一
起，有助于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具体来说，高中生物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学生绘制概念模型图。首先是教师帮助学生确
定概念模型的主题，引导学生围绕主题写出相互关
联的概念。其次是教师引导学生确立主题概念，并
将主题概念放置到概念模型图的顶端，并围绕主题
概念向下进行辐射，将主题概念与分支概念连接起
来。再次是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和标记不同概念之间
的关系，并标明在连接线上。例如，在学习杂交育
种到基因工程育种相关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首先确定从杂交育种到基因工程育种的主
题概念。一级分支概念为杂交育种、诱变育种、单
倍体育种、多倍体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二级分支
概念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等。三级
分支概念为自然重组、人为重组、自然突变、人为
突变等。二级概念与三级概念之间存在必要的内在
关系，如杂交育种的基本原理是基因重组，诱变育
种的原理是基因突变等，以此类推，总结出从杂交
育种到基因工程育种的所有概念、原理和方法，促进
对知识点理解和掌握。 

2.教师为学生设置相应的概念模型习题 
一般来说，教师设计相关概念模型的习题，重点

在于考察学生对某个具体概念的理解程度。例如在学
习遗传的分子基础时，可要求学生通过概念模型图
的方式理清 DNA、RNA、蛋白质、密码子、氨基酸
之间的内在联系，既培养了学生知识整合的能力，
又提升了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在高三复习细胞的
生命历程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以细胞的增殖为核
心词进行发散思维，进而深刻认识细胞的癌变、分
化、衰老和凋亡的自然规律，同时也重点对有丝分
裂和减数分裂进行系统的比较，突破教学中的重点
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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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理模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物理模型应用在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能很好地
体现教学的直观性，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废旧材
料、简易材料等构建相关物理模型，一方面能很好
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执
行能力，另一方面利用废旧材料作为实验材料，培
养学生节约、环保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在学习细胞
膜结构的相关知识点时，很多学生对磷脂双分子层
的相关结构难以掌握和理解，此时教师可以鼓励学
生利用橡皮泥表示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糖类等物
质，自己动手进行实践，构建细胞膜的结构模型，
直观的感受细胞膜的基本结构以及细胞膜的主要成
分，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促进学生学习以及想象能力的发展。 

众所周知，DNA 既有双螺旋的结构，其由两条
反向平行的脱氧核苷酸链构成，但学生在学习这部
分内容时，教师如果采用传统讲授的教学方式让学
生被动的接受，则会造成学生不能真正理解螺旋的
含义，为什么是 A 与 T 配对、G 与 C 配对且碱基对排
列在内侧等问题，若通过引导学生重走科学路，构
建 DNA 的结构模型，学生印象深刻，理解透彻，为
之后学习 DNA 的复制、基因的表达、基因的突变等
知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概念模型相比，物理模型在生物教学中的应
用更能提升知识教学的生动性、灵活性和直观性，
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科学习的兴趣，故教师可
以采用概念模型与物理模型相结合的方式，丰富和
创新生物教学模式。 

（三）数学模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数学模型在有丝分裂、减数分裂、自由组合、
DNA 的复制、种群数量的变化等高中生物主干知识
的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教师引导学生在这些知
识的学习过程中构建数学模型，能将抽象的生物学
规律化为直观的数学表达式或者曲线图，让学生更
容易理解。我们都知道，减数分裂的相关知识点不
仅是教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
点，很多学生对减数分裂过程中核 DNA 含量的变
化、染色体的行为变化等知识把握不清，为了帮助
他们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这些重难点知识，教师可以
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教学。具体来说，就是教师首先
通过人等具体生物引导学生记录和总结减数分裂不
同时期细胞内染色体及核 DNA 含量的变化情况；其
次，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利用记录的数据在坐标
图中绘制折线图，通过折线图的变化直观的感受减
数分裂不同时期的遗传规律。当然，教师也可以引
导学生利用 Excel 等软件自动绘制关于染色体或核
DNA 含量变化的折线图，同步提升学生的计算机素

养和生物学科综合素养。 
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学生对相关或者相似的知识点及生物学规律容
易混淆。例如他们对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过程中染
色体及核 DNA 含量的变化关系、分离定律和自由组
合定律的实质、种群的增长率与增长速率等相关知
识往往模棱两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对比和学习
相关知识点，教师可以鼓励和引导他们对这些相关
知识的细节进行突破，通过图形或数学表达式的方
式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学习，学生可以加深对不同
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提升知识学习的系统性和规
律性，从而更快更准确的解决实际问题，提升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知识学习的深刻性。 

综上所述，教师在高中生物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
构建、分析数学模型能够有效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
通过对比学习的方式加强相似或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探
究，提高学生对生物学基本规律理解的深刻性。 

四、结束语 
高中生物模型主要包括概念模型、物理模型和

数学模型，丰富多样的生物模型在生物教学中的应
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对生物学知
识的学习效率，而且还能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最
终有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本文主要站在高中
生物教师的角度提出了高中生物教学中模型建构的
实践策略。在概念模型应用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绘制概念模型，为学生设计概念模型习题；在
物理模型实践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鼓励学生
利用废旧材料、简易材料构建相关物理模型。在数
学模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抽象的生物学规律
化为直观的数学表达式或曲线图，帮助学生理解生
物学核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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