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8 

Education Research 

立德树人视域下基础教育学科育人的策略——以高中生物学为例 
 

石永娜 

山西师范大学 

DOI:10.32629/er.v3i8.3062 

 

[摘  要] 新时期“立德树人”成为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指引我国教育体制的变革,引领我国当前教育的

发展。立足时代背景,提出“学科育人”是基础教育课程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并以普通高中生

物学为例,从“挖掘教材德育元素”“创新教学方式”“提高师德修养”三个方面提出学科育人的策略,

以期为基础教育课程落实立德树人、提升学科育人效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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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德树人”成为新时代教

育发展的指南针 

在教育方面,在党的十八大中正式

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在十九大中又进一步明确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由此可见,“立德树人”

在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

业中的突出地位,它引领着我国当前教

育体制的变革,是我国新时代教育发展

的指南针。 

2 “学科育人”是基础教育课

程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以

“德”为统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

育,培养的人是德能兼备的社会有用之

才。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道

德是做人的根本环节,纵然你有一些学

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

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越

大”,因此,新时代我们将“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的本质使

然。“立德”是为了突出德育的重要地位,

是教育之首,而“树人”则是全方位的,

它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是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家庭、社会与学校三位一体

全面发展教育的结果,其中学校教育在

人的培养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导性作用,

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的主阵地。 

学科育人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我国教

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重智轻德”现象

严重,在“唯分数至上”的社会思潮中,

学生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有的还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道德问题,这

后果都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而学校的

思想价值引领工作主要由思政课来承担,

其他学科课程仅侧重于专业知识传授和

基本技能培养,使得学科教学与道德教

育分离开来,立德树人难以真正在我国

广大教育领域内落地。近年来,全国各地

高校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进行“课程思政”

的各种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因

此,基础教育课程也应该借鉴“课程思

政”,在立德树人中探索学科育人的价

值。“学科育人”是包括思政课在内的各

门学科都应发挥育人作用,努力挖掘各

自学科的德育因素,将德育内容有机融

入到学科知识体系中,“春风化雨”渗透

道德教育。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凝练各学

科的核心素养,使教学走向以学科素养

为核心的育人本位,使每一门课程都成

为铸魂育人的“金课”。 

3 以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为

例浅谈基础教育课程中学科育人

的策略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是各学科

发挥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在核心素养

的指引下,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基于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回归育人本源,立足

学科的学术内涵和传承脉络,凝练生物

学学科核心素养,既体现其学科本质又

创造出独特的育人价值。课程实施过程

中,教育者着眼于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和

个人生活的需要,从生命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并将其“基因式”植入教

学过程,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

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提升自身的

道德素养。 

3.1德育元素与教材内容相耦合,不

能无中生有,也不能生搬硬套 

每个学科都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

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德育元素,但德育内

容的挖掘不能只贪图数量,一定要合理、

有效。以生物学为例,并不是所有的生物

学知识都蕴含着德育价值,我们能为了

德育而“德育”,要去挖掘。像生物科学

史,往往就蕴含着大量的科学思想、科学

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世界观等内容,

具有很高的育人价值,这就是我们用来

进行德育的最好素材,我们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要利用好这些资源。比如在讲“光

合作用的原理”时,我们可以以“光合作

用的探究历程”为主线,跟随科学家的探

究轨迹,沿着他们的探索思路,通过对科

学家经典实验的讨论与分析,体会科学

的探究过程,领悟科学探究的原则与方

法,掌握核心概念、发展科学思维。与此

同时,在这个探究历程中,学生可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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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知识的产生与发展会受当时科学发展

水平的限制,直到今天,有关光合作用的

过程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对光合作用

更深层次的探索仍在进行中,教师可以

顺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希望在

以后的研究成果中看到学生们的名字,

从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要使德育内容渗透在学

科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需要教师提

高对德育内容的灵敏“嗅觉”,不仅能够

将其挖掘出来而且还要熟练地掌握和运

用,这样在学科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才能

够“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实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相映成辉。 

3.2进行德育要创新教学方式,坚持

以人为本,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立德树人”是一个长效的过程,

不是“立竿见影”的,需要通过每一节课

或每项活动来逐步培养形成。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应该根据教学需求找到德育

元素融入教学内容的结合点,以专业知

识为依托,创新教学方式,随“机”融入,

水到渠成。各学科教师都应坚持“以学

生为主体”的理念,设计形式多样的教学

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各环节,在

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学科育人”的

目标。比如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节,

我们在“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中可

以变“验证性实验”为“探究式实验”,

通过对孟德尔假说的“质疑”,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探究实验的兴

趣,让学生根据提供的实验材料自主设

计实验,打破科学的神秘感,让每个学生

都能参与到科学探究中去。通过辨析、

选择实验材料,培养学生全面、辩证的思

维；通过分组合作,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

和协作意识；通过讨论探究,使学生经历

与科学家相类似的探究历程,体验科学

探究的精神和态度,培育理性探究的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通过设计以实

践为重的教学过程,能够将学生知识的

习得过程变为主动的意义建构,让学生

由“习得知识”变为“学会学习”,促进

学生的终身发展,从而提高生物学课程

在立德树人背景下的育人效果。 

3.3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提高育人

意识 

在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各学科

教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更要

进行思想价值引领和人格塑造,不仅要

具备一定的育人能力,更要有明确的育

人意识。在讲授学科知识的同时,教师要

有意识地进行德育,比如在高中生物学

教学中,教师可以在“减数分裂和受精作

用”一节引领学生揭开生命的神秘面纱,

理解生命的延续和发展,增强对生命的

敬畏之情；在“人类遗传病”一节,以“基

因检测的利与弊”为辩题,让学生展开对

社会议题的讨论,在激昂的辩论赛中体

会到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造

福人类,又可能产生一些有违社会伦理

道德的问题,从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在讲“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

流动”时,使学生深刻感受到自己也是食

物网中的一员,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

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体会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重要性。类似的教学案例还有

很多,只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提高

育人意识,将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定能够

在学科教学过程中发挥育人实效。 此外,

教师不论在教学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应

表现出认真负责、敬业、乐业、精业的

态度和作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从而对学生进行教化。 

总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引领下,在立德树人的时代背景

中,我们广大教师肩负着培育时代新人

的历史使命。在基础教育课程中,每门学

科都有其独特的育人价值,各学科教师

都应秉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

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提高育人意识,肩

负起“塑造灵魂”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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