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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走访过很多所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锦山实验中学是我见过的很有特色的学校之一。
这是一所崇尚文化的学校，这是一所重视教师发展的学校，巴易尘校长等学校领导实施了大师引领策
略，坚持每月请一位专家来校讲学，每个学科每学期请一位全国名师来校指导教师教学，点拨教师专
业发展。
和大师对话，与经典为友，成为学校师生每天的生活盛宴。
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
学校高扬“教育——开启智慧、养育精神、灿烂生命”的信念之旗，“遵从人道、澄明人性、亮美人
心、陶铸人格、滋养人生，让每一个锦中人生出人性的芽，长出人情的叶，树起人格的骨，开放灵魂
的花，结好人生的果。
”通过教育让师生的精神高贵起来，人生幸福起来。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在这个团队中，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席德强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下，近年来他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十多篇，主编出版教辅用书两本，并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两项。
现在这本科普用书的问世，表明学校里有一批学者型教师被打造出来。
我每次看到生物学方面的科普读物都留些小小的遗憾，有的太浅显，有的叙述不准确，有的存在科学
性错误，我期盼有一本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有一定知识性和略有深度的科普读物。
席老师结合多年生物教学的体验和积累的丰富资料，立足于激发中学生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研究自
然和欣赏自然，着眼于生物学知识的科学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以唤醒学生学习热情为中心，以大自
然的神奇秀丽为着眼点，以生命科学的奥秘为主线，写出的这本科普读物是值得一读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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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纹理细密、如真如幻的硅化木是怎样形成的？
    植物也能为人供血吗？
    恐龙、猛马象为什么会灭绝？
它们灭绝的原因一样吗？
    自己挠自己为什么不会觉得痒？
大脑是越大越聪明吗？
我们的大脑空间还有多少潜能未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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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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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带来的启发　　四、我国的珍稀动物简介第三篇　迷人的人类生物学　第一章　人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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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迷人的植物学植物学是研究植物的形态、生理、分类、生态、分布、发生、遗传、进化
的科学。
植物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开发、利用、改造和保护植物资源，让植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纤维、药
物和建筑材料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被视为植物学的创始人，他在公元前300年写的《植物历
史》或称《植物调查》一书，在哲学原理基础上将植物分类，描绘其各部分、习性和用途。
现代植物分类基本原理由英国生物学家雷在17世纪末确立，他把有花植物分为单子叶和双子叶，进一
步再分就包括迄今还沿用的许多植物科。
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发表“植物种志”，确立了双名法，并把约6000种植物归入各属（沿用至今)
，仔细描写，校勘了他所知的种和以前植物学家的命名和描写，再按双名法命名。
此后与分类学进展相并行的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胚胎学等的研究也就发展起来了。
到19世纪中期植物学各分支学科已基本形成。
达尔文、孟德尔的工作更为植物进化观和遗传机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来，植物学又有了飞速发展，主要是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等的成就
，如光合作用机理的阐明，光敏素、植物激素的发现，微量元素的发现，遗传育种技术、同位素计年
法建立，以及抗生物质的分离等，使植物学在经济上更为重要，成为园艺学、农业和环境科学的重要
理论基础。
现代植物学以研究层次和重点不同划分为植物形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遗传学、植物生态学和植物
分类学五个主要分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迷人的生物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