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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学核心概念的发展-一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科学史资源》是为配合高中生物学新课程的实施而
编写的。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迅速在全国推广。
义务教育新课程实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受到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学生的热情欢迎和积极配合，同时也
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中新课程也已开始进人实验区。
高中新课程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力求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
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目标”中，明确提出了“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
、原理、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知道生物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成就，知道生物科学
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之“教学建议”中，“注重生物科学史的学习”条目下，举实例专门强调了
“科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学习生物科学史能使学生沿着科学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习
科学家献身科学的精神。
这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是很有意义的。
”并特别说明“对于《标准》中没有列出的其他生物科学史实也应注意引用”。
在不同版本的高中新课标生物教材中也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目标，有的甚至很巧妙地按科学概念发展
的历史线索来安排教材内容（如人教版《生物2必修遗传与进化》以及《生物1必修分子与细胞》的有
些章节）。
这样，熟悉并掌握新课程中核心概念的建立、发生、发展过程，就成为每一位高中教师必须具备的基
本素养。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高师院校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培养的学生普遍缺乏
学科发展历史方面的知识。
学生学习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往往重结果、轻过程，常常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多数学生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学科重要概念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蕴涵在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并
未真正掌握，对学科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及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所思所想知之甚少。
不能理清学科发展的主线。
所学的知识比较肤浅，不能很好地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把握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而这些学生成为教师以后，往往没有机会补上这一课，结果导致了教师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合理。
这方面学科素养的缺乏，又导致教学中思路狭窄、创造性不强、照本宣科现象非常普遍，一定程度上
限制甚至阻碍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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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篇：分子与细胞、遗传与进化、稳态与环境。
内容的选择注意突出重点，不平铺直叙、简单再现历史，而是围绕“核心概念”构建和发展，突出前
人在探索生命科学问题中的科学思想、过程和方法，揭示科学的本质。
语言力求平实、通俗、活泼、流畅。
本书附录提供了一些补充文献，如生物学大事年表、诺贝尔奖授奖词等。

本书配合新课程、新教材培训，为新课程的实施服务；为高师学生学习类似课程服务；同时，也为教
师继续教育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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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分子与细胞　　一、对生物体构成元素的研究历程　　现代物理学和化学告诉我们，原子
总共有100多种，也就是元素周期表中的100多种元素。
人们相信，一切生物体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最终都是由一定的物质（元素）组成的。
那么，生物体是由哪些元素组成的呢？
以人体为例，参与人体组成的元素常见的有20多种。
Si在地球表面含量极为丰富，但是在生物体中的含量极低，它对生物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否必要，还
尚未明确。
C、H、O、N，这4种元素在生物体中含量最高。
此外，P和S分别是核酸和蛋白质的重要组分；Ca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分，而且还具有生物信息传递
的功能；Na、K、Cl、Ca、Mg对保持生物体内水盐平衡至关重要（Mg还是多种酶的组分，许多酶在
缺乏Mg的情况下，活性大大降低。
Na、K、CI还是形成神经细胞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必不可少的组分，在神经细胞信息传导中起重要作
用）；Fe是血红蛋白的重要成分，F与牙齿的健康有重要关系，Zn、Mn也是一些酶的必要组分，I是甲
状腺素的必要成分，它的生理功能早已为人所知（链接：甲状腺和甲状腺激素）。
　　了解生物体中含有的元素，在农业生产、疾病治疗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元素硒（Se）在1817年被发现并被定名。
20世纪30年代间，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一种牲畜脱蹄病，后来研究证明是由于当地土壤中硒含量
偏高，牲畜吃了含硒过多的牧草所致，因此，硒获得了有害元素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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