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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类比是一种人们常用的科学的学习方法,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中多次使用了类比的方法。本文在简单介绍了类

比的作用、常用的模式,并列举了教材中使用类比的相关实例,最后选择了《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这节内容,详细的阐述了类

比方法的具体使用、处理和反思,加深了学生对核心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关键词] 类比；高中生物学；生物学教学；应用与反思 

 

类比又叫类比推理,它不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是人们在

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一种学习研究方法。它是人们根据

两个不同领域的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推出他

们在其他属性上相同或相似的推理方法。它是由已知系统

(又称类比物)推导未知系统(又称目标物),从而获得知识的

一种科学学习研究方法。 

1 类比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

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够引导我们前进”；美国的教育学家

波利亚极力推崇类比推理方法,他说：“类比推理是提出新问

题或者新发现取之不竭的源泉”。 

类比推理具有相似性、猜测性、创造性等特点。它是建

立在已有认知的基础上,并根据两者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性,进

行合理的推导,从而类比得知未知事物的属性。类比物和目标

物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是有属性关联的,所以得出目标物的

属性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类比推理又具有很大的猜测

性和创造性,所以推导的结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推导的结果

是否真正的准确科学,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证明才能确认。 

普通高中生物学新课程标准提出：引导学生利用已知的知

识和经验,主动的探索知识的发生发展,有利于教师创造性的

教学。所以类比推理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许多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发现,都得益于类比推理的应用。 

例如细胞学说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类比推理的例

子：植物学家斯莱登观察到植物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从而提

出细胞是植物体的基本单位。受斯莱登发现的启示,动物学

家施旺提出了动物体也应该是由细胞构成的推想,后经过科

学家大量的研究工作证实,他们的类比推理结果是正确的,

从而为细胞学说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类比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常用模式 

比较典型的类比推理教学模式有GMAT模式和TWA模式。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步骤： 

2.1把熟悉的知识或经验作为类比对象(也叫做类比物)。 

2.2 找准我们要学习的新知识(也叫目标物)。它可能是

目标物的某些属性部分,也可能是目标物的主要属性。 

2.3 把目标物与类比物相同或相似属性联系在一起,以

它作为依据,把类比物的相关属性映射到目标物中去。这是

类比推理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2.4得出目标物相关的结论。该结论是否科学需要论证。 

2.5 确定类比物和目标物之间的非类比之处。它们之间

不存在相似属性,所以不能进行映射。 

类比物与目标物的映射属性关系可以表示如下：表 1 

A 对象(类比物)的属性 B 对象(目标物)的属性

a a

b b

c ?

B 对象的？属性极可能是 c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类比推理要求学生找出类比物与目标

物之间相同或相似属性的联系,学生需要有比较强的知识迁移

能力。如果学生对已知的类比物认识不够清楚或不正确,迁移到

目标物就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已经具

有的知识、经验和感知能力是学习应用类比推理的重要基础。 

3 类比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实例 

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中有很多地方用到了类比研

究法。例如：生命系统的层次与单位各部门之间的层次之间

的类比；细胞器与工厂车间之间的类比；原生质层与半透膜

之间的类比；ATP与货币之间的类比；细胞分化与现代社会

各职业的类比；萨顿在探究基因位置时用到类比推理研究方

法,得出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结论；酶催化反应降低反应活

化能与汽车翻山或过隧洞的类比；基因组文库和部分基因文

库与国家图书馆和市图书馆之间的类比等。 

4 一个高中生物学教学类比实例的处理和反思 

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一第四章《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

出》第一节：《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在这一节中,类比的

研究方法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和应用。 

体现一：一个成熟的植物细胞可以看作一个渗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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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①溶液 M    ②溶液 N   ③半透膜   ④细胞质 

⑤液泡膜   ⑥细胞膜   ⑦原生质层 

类比物：渗透系统 

一个渗透装置发生渗透现象,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a:具有半透膜。 

b:膜两侧的溶液有浓度差。 

目标物：成熟的植物细胞是一个渗透系统 

一个成熟植物细胞之所以可以类比为一个渗透装置,是

因为： 

a:原生质层可以看作一层半透膜(吸水、失水而言)。 

b:细胞液与外界土壤溶液看作两个溶液系统。 

由此可见,一个成熟植物细胞符合渗透装置的两个基本

条件。 

其类比关系如下图： 

表 2 

渗透装置的属性 成熟植物细胞的属性

①溶液M 土壤溶液 Q

②溶液N 细胞液 P

③半透膜 ⑦？

⑦原生质层在水分子进出成熟植物细胞时可以看作半透膜
 

此类比中的注意事项： 

4.1在植物细胞吸水失水过程中,水是小分子,它以自由

扩散的方式进出原生质层,原生质层只是被看作半透膜,而

实际上它并不是半透膜,细胞膜和液泡膜上有载体,可以通

过主动运输的方式吸收物质,也可以通过膜的流动性以胞吞

胞吐的方式吸收或排出物质。 

4.2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找出一个成熟植物细

胞中非原生质层的结构。可以设问如下： 

4.2.1 细胞壁属于原生质层吗？ 

细胞壁不属于原生质层。原因有二： 

①在结构上,它的成分主要是纤维素和果胶,不属于原

生质。 

②在功能上,大分子和小分子物质都可以通过它,是全

透性的,它不具有选择透过性。 

4.2.2 所有的细胞质都属于原生质层吗？ 

细胞质不都属于原生质层。液泡被分成了两部分：细胞

液,作为了细胞内的溶液系统,它不属于原生质层；液泡膜具

有选择透过性,属于原生质层。 

4.2.3 在细胞膜和液泡膜之间的结构全部属于原生质层吗？ 

在细胞膜和液泡膜之间的结构并非全部属于细胞质。其

中的细胞核不属于细胞质,所以它不属于原生质层。 

体现二：细胞的吸水和失水类比于渗透装置的吸水和失水 

在教材的渗透装置中,液面高度的变化,取决于漏斗内

外溶液的渗透压大小的差值。渗透压差值越大,液面高度变

化就越大。教材中提供的渗透装置,漏斗内是蔗糖溶液,烧杯

中为清水,蔗糖分子不能够由漏斗通过半透膜进入烧杯内,

水分子则可以自由通过半透膜。蔗糖溶液渗透压大于清水的

渗透压,导致水分子由烧杯通过半透膜进入漏斗内,而从而

导致漏斗内蔗糖溶液液面上升。蔗糖溶液浓度越大,液面上

升越高。如果将漏斗和烧杯的溶液调换,则现象相反。 

植物细胞的原生质层相当于一层半透膜,当细胞液的浓

度小于外界溶液浓度时,细胞液中的水分就透过原生质层进

入外界溶液中,使细胞壁和原生质层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收缩,

由于原生质层比细胞壁的伸缩性大,当细胞不断失水时,原

生质层就会与细胞壁逐渐分离出来,也就逐渐发生了质壁分

离现象。当细胞液的浓度大于外界溶液的浓度时,外界溶液

中的水分就通过原生质层进入细胞液中,整个原生质层就会

慢慢的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使植物细胞逐渐发生质壁分离的

复原。其类比关系如下图： 

表 3 

渗透装置的半透膜 成熟植物细胞的原生质层

M渗透压>N渗透压→水分子外流,漏斗液面下

降

土壤溶液Q渗透压>细胞液P渗透压→植物细

胞失水(质壁分离)

M渗透压<N渗透压→水分子内流,漏斗液面上

升

土壤溶液Q渗透压<细胞液P渗透压→植物细

胞吸水(质壁分离复原)

半透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原生质层？

通过类比,得出结论：原生质层具有选择透过性

 

此类比实例中的注意事项： 

(1)半透膜具有的选择透过性与原生质层的选择透过性,

是完全一样吗？ 

半透膜是指某些物质可以通过,而另一些物质不能透过

的多孔性薄膜,它为物理性膜,不具有生物活性。半透膜的选

择透过性取决于分子的大小与半透膜的孔径大小：分子小于

半透膜的孔径则可以通过,分子大于半透膜的孔径则不能通

过。而原生质层是生物活性膜,它的选择透过性是根据细胞

需要,对离子、小分子或较大的物质的吸收,即使消耗细胞能

量,依靠膜上的载体逆浓度也会被吸收,而细胞不需要的离

子、小分子和大分子则不能通过。 

细胞膜,液泡膜和原生质层都属于生物活性膜,均具有

选择透过性。选择透过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上具有运载不同

物质的载体。同一植物对不同离子的吸收量不同；不同植物

对同一物质的吸收差异,都能证明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当细胞死亡后,膜的选择透过性便消失。 

所以半透膜具有的选择透过性与原生质层的选择透过

性不完全相同。 

(2)成熟的植物细胞能够出现质壁分离和质壁分离复原

现象 

原生质层具有生物活性,物质进出细胞是细胞多种因素

的作用结果。例如有载体的作用；细胞呼吸产生能量对物质

进出细胞的影响等等。 

从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类比的方法,能让学生

很容易接受新的知识,找出类比物和目标物之间非类比部分,

则可以加深对新知识的理解。 

总而言之,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类比推理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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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历史的地理枢纽”在今天的发展机遇面前,承担着联通“民族走廊”

和“丝绸之路”这两个层级文化区域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关键任务,是实现中部地区与东西南北部各边疆地区均衡发展

以及构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人类文明运河”的支点坐标。所以对地域性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势必要纳入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的生态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完善各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实践中的人才储备。除了基础性的内涵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如

何融入今天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平衡结构性改革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都将成为我们改革试水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 地域性；传统文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1 以辽宁为核心东北地域性发展的历史地理选择的必

然需求 

学界普遍认为“三大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蔵彝走

廊、南岭走廊,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走廊则一直被学界忽视；

2015年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建立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东北被纳入“一带一路”。从历史上看,本地域以辽西走

廊、北方草原丝貂之路、虾夷锦之路、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

东北亚洲际路桥与冰上走廊、燕行朝贡道等形成了各时期我

国东北边疆与东北亚各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交通。

本地区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特色鲜明,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脉

络的基本构架,从脉络上看,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是旧石器

时代、新石器时代本地域已经形成了以红山文化为核心的文

明曙光；至青铜时代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文

化在辽东的体现；至燕秦汉时期扶余、高句丽北方诸族的兴

起；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公孙氏、慕荣鲜卑、三燕、高

句丽、平洲、护东夷、北魏营州等政权兴跌；至隋唐的丝路

东端文化圈的形成,至辽、金、元草原丝貂之路的繁荣、至

明清满族文化的兴起与东北亚海上丝路的形成、至近代辽东

地区的屈辱。这些都构成了本地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基壤。

本地区地域传统文化应该从空间结构、区域发展、协同发展

三个层级来构建以辽宁为核心枢纽、以吉林为链接支柱、以

黑龙江为输出口岸的区块经济、社会、文化共同体。进而形

成本地域文化的共同认知和价值取向。为本地区整体经济发

展尤其是产业结构明确基本的框架。 

2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对地域性文化驱动培养内涵及培

养成果的必然需求 

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性纲领《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七章第二十

一条、二十二条的相关要发展目标要求所描述；增强社会服

务能力。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

展服务。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科学

普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积极推进文化传

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

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鼓励师生开展志愿服务。优

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

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学科专业和层

次、类型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规模,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以及2016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第四章主要

任务中的第八条: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从服务教育自身

拓展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信息化要更好地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在“一带一路”“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惠民、

智慧城市、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作用,提供广覆 

 

是老师的教育方法,也可以是学生的学习方法。合理地使用

类比推理,可以使知识变得更容易理解,更能启迪学生的思

维,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且可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有创造性地学习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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