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在高中生物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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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A_8C__E5_9C_c65_104636.htm 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1

、2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一、对教材内容及编排的

意见、建议1．教材内容方面新教材具有图文并茂、色彩丰富

、信息量大、可读性强、重合作探究、重科学思想方法等特

点，但同时也存在着个别章节系统性不强、操作难及个别知

识点描述不准确欠完整等不足之处。必修1：（1）P8第一章

第2节实验中，关于高倍镜的使用的4幅图顺序不太合适，习

惯上是在低倍镜观察清楚后再换用高倍镜，进行转反光镜、

转换器操作；（2）P13第一章《本章小结》第二段，“⋯由

个体组成种群，不同种群及其环境形成群 落，⋯” 群落的概

念存在知识性错误； （3）P50基础题1，图1中共有5处错误，

教师用书中只提到了4处。还有一处是∶高等动物细胞中不应

有叶绿体； （4）P53“细胞核是真核细胞内最大的、也是最

重要的细胞器”这一说法欠妥，并且与上一节细胞器系统内

的分工合作前后说法矛盾；（5）P79图中两滴管均应竖直悬

空； （6）P85图53中温度过高时酶分子结构发生不可逆转的

破坏，曲线是否应和图54一样与横轴相交？ （7）P86拓展题

，（2）如果在A点时升高10℃，曲线会发生什么变化？教师

用书给出的答案与之不符。并不是如题目所问“在A点时升

高10℃”，连A点以前的曲线也都按升高10℃处理了。 （8

）P92图中，B瓶中玻璃管不应插入液面以下，应和A瓶一样

处理，否则进入玻璃管的将是培养液。 （9）P112第五章第1

节，有关有丝分裂前期的变化：“前期：间期染色质丝螺旋



缠绕，缩短变粗，成为染色体。”此处不妥，染色质变为染

色体是前期的变化，改为“前期：间期的染色质丝螺旋缠绕

，缩短变粗，成为染色体。”或者干脆把“间期”二字去掉

更好，“前期：染色质丝螺旋缠绕，缩短变粗，成为染色体

。”（10）P101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在1771英国人普里斯

特利之前，1642年布鲁塞尔的医生海尔蒙特就已经开始探究

光合作用了。（11）关于染色体、染色质、DNA和蛋白质的

关系。中图版的图文并茂的描述方法便教利学，效果更好一

些（12）P115拓展题2坐标图中有丝分裂“间期”和必修2P25

技能训练曲线图中“间期”，建议改得时间更长一些，因为

在细胞周期中间期最长，占细胞周期时间90～95%。必修2：

（13）P8课后习题基础题2与两对性状有关，而该节是基因的

分离定律，建议移到后一节。（14）P17图22哺乳动物精子的

形成过程图解中减数第一次分裂的主要特征：建议加上“非

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原因是上一章已经学习了基因的自

由组合定律，在本节“模型构建中”还要模拟“非同源染色

体自由组合”（15）P21“蝗虫精母细胞减数分裂显微照片”

不清楚，很难分辨各个时期；（16）P29第一段“所不同的是

白眼性状的表现总是与性别相联系。”该句话有歧义；（17

）P30“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将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一图，

最好再加一个模式图；（18）P66图46蛋白质合成示意图中氨

基酸的排列顺序与mRNA上的遗传密码的排列顺序是相反的

，很多教辅、课件等把二者顺序说成一致。建议再加一个模

式图澄清；（19）P67图中第3、4条肽链均含有22个氨基酸，

不合适，第4条应再多一些；（20）P88实验“低温诱导植物

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只有一组低温诱导培养的洋葱根尖，建



议设置一组常温下培养的洋葱根尖作为对照，中图版教材中

采用“设置温度梯度分组进行培养”的做法比较科学。（21

）P83思考与讨论，以人的23对染色体为例说明基因重组：“

即使不考虑基因突变，如果要保证子女中有两个所有基因完

全相同的个体，子女的数量至少应是多少？”答案是246＋1

，约为64亿，超过全世界人口，不合情理。换成其他动物更

好一些。（22）P86黑体字“染色体结构的改变，都会使排列

在染色体上的基因的数目或排列顺序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性

状的变异”，其中染色体结构变异的如发生在杂合体的隐性

基因中则可能不会引起性状的改变，建议将“从而”改为“

可能”或者“往往”，比较确切。2．教材编排方面（1）必

修1－－关于细胞的分子组成来源：www.examda.com如果先

安排水、无机盐、糖类、脂质，再安排蛋白质、核酸，由易

到难、循序渐进，可能更便于教学。（2）必修2教材不是按

照课标顺序而是基本按照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安排，从孟德

尔发现遗传因子→魏斯曼预言减数分裂→摩尔根定位基因在

染色体上→格里菲斯、艾弗里、赫尔希、蔡斯证明DNA是遗

传物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的双螺旋结构→拉马克用进

废退学说→达尔文进化论→现代进化论，围绕人类对基因的

本质功能及其现代应用的研究历程，既展示了科学探究的过

程和方法，又体现了个体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遗传

学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既能引导学生不断提出问题，分析

和解决问题，尝试像科学家那样解释和推理，又能从众多科

学家表现出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及其他优秀品质中多有感

悟。特别是感悟科学家通过观察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

实验→验证实验→得出结论的科学探究思想方法。但是，这



样编排调整同时带来的问题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也是存在的。

①基因的概念在初中就已接触，再讲“遗传因子的发现”，

似乎有点不太合适；②必修1刚学完有丝分裂，接着学习减数

分裂，从细胞水平上学习遗传知识，再深入到基因水平，顺

理成章，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便于教学过程的具体操作。③

尽管义务教育课标中已有“概述开花和结果”等有关个体发

育知识的要求，高中课程标准已将个体发育知识删去，但是

作为遗传规律的重要补充，建议适当增设部分个体发育的知

识，否则就难以解释种子性状和植株性状等问题。中图版、

苏教版都对此有相应的补充。二、教改实验组织教学方面的

一些问题1．教师严重不足，班额大，组织学生探究讨论困难

；2．教材中实验多，一般高中学校难以开展：缺少实验室、

缺少配套试剂；3．探究性教学操作难，时间不好控制，评价

也难以落实；4．活动课、实验课多了，学校管理工作难度大

了许多，如何加强管理？三、教材培训方面的建议针对高一

新教师多的实际，建议：1．分课型（新授课、实验课、复习

课、讲评课等）在学期开始前观摩，然后专家评析，教师尝

试，形成多种模式，教师的教学才有“抓手”。2．定期培训

与不定期培训相结合四、其他学校、教师尤其是一线教师，

不仅仅关心课程改革、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教师怎样教

、学生怎样学，也关心怎么考－－高考改革。如果改来改去

，生物学科在高考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生物学教学的改革

可能将越来越难。因此，高考生物命题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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