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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生命的整全促进学生生命的整全，，使人使人
成成““人人””是教育的原点与归宿是教育的原点与归宿。。
初中生物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初中生物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生生
命性命性”，”，在培养生命品性方面具在培养生命品性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义不容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义不容辞
的责任的责任。。2525年来年来，，项目组基于问项目组基于问
题导向和实证研究题导向和实证研究，，结合初中生结合初中生
物学教学中培育生命品性教学物学教学中培育生命品性教学
改革改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
实践实践。。主要目标是主要目标是：：针对青少年针对青少年
群体中频发的不珍视自我生命群体中频发的不珍视自我生命、、
践踏他人生命等漠视生命现象践踏他人生命等漠视生命现象
反映出的生命教育缺失问题反映出的生命教育缺失问题，，破破
解培育生命品性解培育生命品性、、生物学学科育生物学学科育
人所面临的人所面临的““价值导向浅层异价值导向浅层异
化化、、课程资源零散窄化课程资源零散窄化、、教学方教学方
式单一泛化式单一泛化””等三大难题等三大难题；；探索探索
生物学学科育人便于实施的本生物学学科育人便于实施的本
土理念和教学的最优化路径土理念和教学的最优化路径；；健健
全纵深至学生情意要素的生物全纵深至学生情意要素的生物
学学科育人体系学学科育人体系。。

一、守正创新，求
真务实做研究

主要历经了以下四个阶段主要历经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价值纵深的构想摸索

期（1996年2月—1999年12月）
主要是进行生命品性教育理主要是进行生命品性教育理

念构想与导向设计念构想与导向设计，，让生物教学回让生物教学回
归育人本真归育人本真。。项目组认真研读项目组认真研读《《面面
向向21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结结
合实践探索学科育人纵深价值合实践探索学科育人纵深价值，，提提
出以出以““以教载育以教载育””培育学生人文关培育学生人文关
怀怀、、社会责任等综合素质社会责任等综合素质。。

（二）聚焦品性的教学研磨
期（2000年1月—2010年7月）

依托山东省课题依托山东省课题《《中学生物中学生物
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探索学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探索
与实践与实践》，》，以学生的生命发展为以学生的生命发展为
旨归旨归，，进行了深入的教学课例研进行了深入的教学课例研
究究，，构建主题驱动式构建主题驱动式、、项目探究项目探究
式式、、思维发展型思维发展型、、生物实验生物实验““四四

放放””等教学范式等教学范式，，不断完善教学不断完善教学
评价途径评价途径。。20082008 年项目组主持年项目组主持
人在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上执教人在中国教育学会年会上执教
《《尿的形成尿的形成》》观摩课观摩课，，梳理构建了梳理构建了
一节好课的一节好课的““有魂有魂、、有神有神、、有本有本、、
有根有根””的的““四有四有””标准标准。。

（三）路径协同的实践深化
期（2010年8月—2017年12月）

依托山东省教研室依托山东省教研室《《初中生初中生
物学生命化教学的研究物学生命化教学的研究》》课题课题，，对对
初中生物教学中培育生命品性进初中生物教学中培育生命品性进
行了全方位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立体化、、多路径协同多路径协同
探索探索。。研发了研发了““崇德崇德”“”“益智益智”“”“健健
体体”“”“尚美尚美”“”“乐劳乐劳””等富有生物学等富有生物学
科特色的培育生命品性科特色的培育生命品性““手手””课程课程
资源资源；；研制了涵盖行为习惯研制了涵盖行为习惯、、学科学科
技能技能、、学业评价等学业评价等““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的
培育生命品性评价体系培育生命品性评价体系。。

（四）延展丰富的提炼推广
期（2018年1月—2021年12月）

以山东省规划课题以山东省规划课题《《生物教生物教
学中培育生命品性的实践研究学中培育生命品性的实践研究》》
为载体为载体，，对项目成果进行了总结对项目成果进行了总结
提炼提炼，，成果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成果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
资料中心全文转载资料中心全文转载。。著作著作《《教师教师
心语心语：：向学生传递生命之道向学生传递生命之道》》对对
本项目研究进行了高度凝练和本项目研究进行了高度凝练和
深度阐释深度阐释。。

二、春华秋实，硕
果累累满行囊

（一）统整创生了生命品性
育人理念

项目组以项目组以““中国学生发展核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心素养””为纲领为纲领，，将社会主义核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嵌入到学科育人之中心价值观嵌入到学科育人之中，，
从个人从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提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提
炼出初中生物学培育生命品性炼出初中生物学培育生命品性
的育人理念的育人理念。。

（二）创新探索了培育生命
品性的实施路径

11..深度开发了生命品性育人深度开发了生命品性育人
资源资源

项目组不断探索项目组不断探索，，开发出富开发出富

有生物学科特色的生命品性培有生物学科特色的生命品性培
育育““手手””课程课程，“，“手手””寓意寓意““学做合学做合
一一”“”“灵活有力灵活有力”“”“五育并举五育并举”。”。主主
要包括要包括““崇德崇德”“”“益智益智”“”“健体健体”“”“尚尚
美美”“”“乐劳乐劳””五类课程五类课程。。

22..适切转型了生命课堂教学适切转型了生命课堂教学
范式范式

((11))““ 主 题 驱 动 式主 题 驱 动 式 ””教 学 范教 学 范
式式。。该范式立足课程标准和学该范式立足课程标准和学
情实际情实际，，改组改组、、整合教材内容整合教材内容，，划划
分为不同的主题单元分为不同的主题单元，，实现结构实现结构
化设计化设计，，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体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体
系系，，实现深度的理解实现深度的理解。。

（（22）“）“项目探究式项目探究式””教学范教学范
式式。。该范式以真实情境中的问该范式以真实情境中的问
题为主线题为主线，，整合知识与技能整合知识与技能、、内内
化情感与态度化情感与态度，，实现从实现从““学以致学以致
用用””到到““用以致学用以致学”。”。

（（33）“）“思维发展型思维发展型””教学范教学范
式式。。以学生的思维活动为核心以学生的思维活动为核心，，
强调以诱发认知冲突为特征的强调以诱发认知冲突为特征的
教学引入教学引入、、以自主建构为特征的以自主建构为特征的
教学过程教学过程、、以思维监控为特征的以思维监控为特征的
教学反思和以灵活运用为特征教学反思和以灵活运用为特征
的教学迁移的教学迁移。。

（（44））生物实验生物实验““四放四放””教学范教学范
式式。。进行学习场域进行学习场域““放开放开”、”、实验实验
内容内容““放射放射”、”、探究时段探究时段““放宽放宽”、”、
探究活动探究活动““放权放权””等等““四放四放””生物生物
学实验教学学实验教学，，引导学生深度参引导学生深度参
与与、、主动体验主动体验，，在亲历探究中建在亲历探究中建
构知识构知识、、发展能力发展能力、、培育情感培育情感、、润润
泽生命泽生命。。

33..具身丰富了生物实践活动具身丰富了生物实践活动
立足生物学学科特点立足生物学学科特点，，以学以学

生实践活动为载体生实践活动为载体，，积极创建积极创建
““实践育人活动实践育人活动”，”，让生活走进课让生活走进课
堂堂，，让课堂回归生活让课堂回归生活，，引导学生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关注学生沉关注学生沉
浸活动时的内在体验浸活动时的内在体验，，在活动与在活动与
体验中培育生命品性体验中培育生命品性。。

44..系统构建了评价监测体系系统构建了评价监测体系
基于发展性基于发展性、、过程性过程性、、激励激励

性评价的原则性评价的原则，，从行为习惯从行为习惯、、学学
科技能和学业评价三个方面科技能和学业评价三个方面，，确确

定生物学教学中生命品性培育定生物学教学中生命品性培育
““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评价体系评价体系。。

重视过程性评价重视过程性评价，，享受成长享受成长
快乐快乐。。量身定制量身定制““成长档案成长档案”，”，伴伴
随学习全过程随学习全过程，，实现评价时机的实现评价时机的
全程化全程化，，客观反映学生的进步客观反映学生的进步，，
增强学生的成长自信增强学生的成长自信，，捕捉学习捕捉学习
过程闪光点过程闪光点，，体验成功的喜悦体验成功的喜悦。。

优化终结性评价优化终结性评价，，彰显人文彰显人文
关怀关怀。。优化纸笔测试为积极的优化纸笔测试为积极的
学习体验学习体验。。内容方面内容方面，，重视考查重视考查
学生分析问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解决问题的能
力力。。方式方面方式方面，，倡导给予多次机倡导给予多次机
会会，，鼓励学生不断进步鼓励学生不断进步；；针对学针对学
生个性差异生个性差异，，对结果做出具体的对结果做出具体的
分析指导分析指导。。增加实验操作考查增加实验操作考查，，
重视实践型活动展示重视实践型活动展示，，多角度发多角度发
掘学生优势掘学生优势，，激发成长动力激发成长动力。。

三、久久为功，仰
望星空永求索

（一）提升学生生命品性
培育生命品性课程的实施培育生命品性课程的实施，，

触及学生心灵触及学生心灵，，东营市参与项目东营市参与项目
研究的实验学校研究的实验学校，，先后有先后有1212所入所入
选选““全国湿地学校全国湿地学校”；”；千余人次参千余人次参
加东营市观鸟协会的观鸟活动加东营市观鸟协会的观鸟活动、、
20002000 余人次参加笔记大自然活余人次参加笔记大自然活
动动；；千余人次参加千余人次参加““守护海岸线守护海岸线、、
净滩行动净滩行动”“”“燕子保护行动燕子保护行动”。”。近近
几年来几年来，，学生自主研创学生自主研创““细胞模细胞模
型型”“”“肾单位模型肾单位模型”“”“心脏模型心脏模型””

““反射弧模型反射弧模型””等等 300300 余件余件，，创编创编
生物诗生物诗、、歌曲歌曲、、课本剧课本剧 200200 余项余项，，
记录活动音视频资料上千条记录活动音视频资料上千条，，项项
目组将结集学生撰写的精彩生目组将结集学生撰写的精彩生
命感悟命感悟，，出版出版《《晤生物之秘晤生物之秘 悟生悟生
命之道命之道》》系列丛书系列丛书。。

（二）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发展
该项目依托该项目依托““省市规划课省市规划课

题题””研究研究，，借助借助““杨守菊名师工作杨守菊名师工作
室室”，”，将将““课题研究课题研究””与与““课例打课例打
磨磨””有机融合有机融合，，以以““科研科研””促促““教教
研研”，”，全力打造研究型团队全力打造研究型团队。。团团

队先后被省教育厅队先后被省教育厅、、省总工会授省总工会授
予予““齐鲁名师领航工作室齐鲁名师领航工作室”“”“山东山东
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等等 55 项称项称
号号。。团队依托课题研究团队依托课题研究，，定期开定期开
展项目推进研讨展项目推进研讨。。主研省主研省、、市规市规
划办课题划办课题 88 项项，，获山东省教育科获山东省教育科
研优秀成果一等奖研优秀成果一等奖 33 项项，，出版著出版著
作作 44 部部，，主编参编著作主编参编著作 1212 部部，，发发
表论文表论文5656篇篇，，其中其中77篇被中国人篇被中国人
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三）带动初中生物教学改革
依托依托““教育部基础教育生物教育部基础教育生物

学教学指导专委会会议学教学指导专委会会议”“”“国培国培
计划计划”“”“省教育厅援疆送教省教育厅援疆送教”“”“心心
系荆楚系荆楚，，名师驰援名师驰援：：百名特级教百名特级教
师公益送教湖北师公益送教湖北”“”“全国生物教全国生物教
科研研讨会科研研讨会”，”，通过专题报告通过专题报告、、网网
络研讨络研讨、、执教示范课等形式执教示范课等形式，，推推
广应用研究成果和广应用研究成果和““名师工作名师工作
室室””建设经验建设经验，，有效促进了初中有效促进了初中
生物学教学改革及教育教学质生物学教学改革及教育教学质
量均衡发展量均衡发展。。项目成果在重庆项目成果在重庆、、
山东等省市广泛推广实施山东等省市广泛推广实施。。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方得始终。“。“初中初中
生物学学科育人的探索生物学学科育人的探索””早已成早已成
为项目组教育教学实践的为项目组教育教学实践的 DNADNA，，
指引着我们不懈地前行指引着我们不懈地前行。。我们我们
深刻地认识到深刻地认识到：：满满———培养学生—培养学生
的生命品性旨在其生命的完满的生命品性旨在其生命的完满
和成全和成全，，教育的目的应帮助学生教育的目的应帮助学生
达成与自我达成与自我、、与他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社会、、与与
自然的圆融和谐自然的圆融和谐，，实现精神的升实现精神的升
华华。。漫漫———生物教育培育生命—生物教育培育生命
品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品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需要从

““ 根 基根 基 ””——— 课 堂 教 学— 课 堂 教 学 、“、“ 载载
体体””———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保障保障””————
课程资源课程资源、“、“导向导向””———科学评价—科学评价
等四个方面同时发力等四个方面同时发力，，形成合形成合
力力。。慢慢———培育生物品性不可—培育生物品性不可
能一蹴而就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而是长期、、缓慢缓慢、、持持
续地进行续地进行，，更是更迭深入的动态更是更迭深入的动态
过程过程，，需要我们需要我们““温和而坚定温和而坚定””的的
踔厉奋发踔厉奋发。。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

根植教学实践 培育生命品性
——生物学学科育人探索二十五年

杨守菊

（上接第四版）
———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看收入比看，，20202020年为年为22..5656∶∶11。。
———从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从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

距看距看，，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
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2020
年为年为33..5555∶∶11（（上海与甘肃居民收上海与甘肃居民收
入之比入之比）。）。

———从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从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
入差距看入差距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 20202020 年为年为 00..468468。。
从国际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从国际角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中国这一指标连续多年高于中国这一指标连续多年高于00..44
的国际警戒线的国际警戒线。。

笔者认为笔者认为，，解决解决““能消费能消费””问问
题题，，除了关注除了关注““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之外之外，，
还应关注还应关注““财富差距财富差距”。”。迄今尚迄今尚
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未见到官方权威部门发布的财
富基尼系数数据富基尼系数数据，，从笔者现在掌从笔者现在掌
握的资料来看握的资料来看，，中国财富基尼系中国财富基尼系
数高于收入基尼系数数高于收入基尼系数。。例如例如，，根根
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据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全球财
富 报 告富 报 告 20212021》（》（Global WealthGlobal Wealth
ReportReport 20212021））披露披露，，20202020 年中国年中国
的财富基尼系数为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0..704704。。

（（3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多元化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多元化

社会中的社会中的““自然稳定器自然稳定器”，”，而且也而且也
是消费增长的是消费增长的““自然稳定器自然稳定器”。”。
依据有关资料可知依据有关资料可知，，目前我国中目前我国中
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不到等收入群体规模占总人口不到
3030%%（（2929..44%%），），但该群体消费总支但该群体消费总支
出占比达到出占比达到 4646..55%%。。未来几年未来几年，，

““能消费能消费””的重中之重是形成以的重中之重是形成以
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橄榄
型型””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建议该规模建议该规模
每年提高每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到到20302030年年
争取达到占争取达到占 4040%%左右左右，，然后再逐然后再逐
步提高步提高。。

22..““敢消费敢消费”：”：社会保障社会保障
在现在老百姓收入还不够高在现在老百姓收入还不够高

的情况下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怎么才能““敢消费敢消费””??首首
要的是搞好社会保障要的是搞好社会保障,,把基本公把基本公
共服务搞好共服务搞好,,以弥补收入环节之以弥补收入环节之
薄弱薄弱。。举其大者举其大者,,包括教育包括教育、、就就
业业、、社保社保、、医疗医疗、、住房等住房等。。这些都这些都
要覆盖到全体居民要覆盖到全体居民。。只有建立只有建立
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才消费者才
能吃能吃““定心丸定心丸”。”。在这方面在这方面，，现阶现阶
段最靠谱的行动是实现基本公段最靠谱的行动是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共服务的均等化。。

33..““放心消费放心消费”：”：消费安全消费安全
消费安全消费安全，，最关键的是食品最关键的是食品

药品安全药品安全，，这都涉及人的发展的这都涉及人的发展的

问题问题。。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必须建立健全消费品质
量安全监管量安全监管、、追溯追溯、、召回制度召回制度,,确确
保消费安全保消费安全。。

（二）第二条线：优化消费结
构，促进消费升级

主要应优化三个结构主要应优化三个结构：：
11..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结构
近年来近年来，，一个新的情况是一个新的情况是，，

随着阶段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阶段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提高，，居民服务型消费异军突居民服务型消费异军突
起起，，20132013年到疫情前的年到疫情前的20192019年年，，
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年均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年均
增长增长 1111..11%%，，高于同期人均消费高于同期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支出增速33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22..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结构
前面指出前面指出，“，“总消费率总消费率，，包括包括

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两大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两大
部分部分”。”。如果减去如果减去““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
（（约约1515%%左右左右），），则则““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
大约在大约在 4040%%左右左右。。但是但是，，如果完如果完
全全““减去政府消费减去政府消费”，”，也未必妥也未必妥
当当。。因为因为““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中除了确中除了确
实用于政府行政性的开支以外实用于政府行政性的开支以外，，
还有一部分用于居民的公共性还有一部分用于居民的公共性
消费开支消费开支。。因此研究完整意义因此研究完整意义
上的上的““消费率消费率”，”，应该同时考虑公应该同时考虑公
共消费与私人消费共消费与私人消费。。

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这里的关键点是什么？？笔者笔者
认为认为，“，“该增的增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该减的减”。”。一一
方面方面，“，“该增的增该增的增”，”，主要是与居民主要是与居民
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直接相关的公共性消费开支，，包包
括括：（：（11））政府财政开支中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医用于医
疗疗、、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开支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开支（（这部这部
分开支有助于维持消费者中那部分开支有助于维持消费者中那部
分劳动力的再生产及生活改善分劳动力的再生产及生活改善）；）；
（（22））政府财政开支中政府财政开支中，，用于失业用于失业、、
养老养老、、抚恤等开支抚恤等开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该减的减该减的减”。”。例如现行的例如现行的““政府政府
消费消费””中中，，由于有庞大的财政供养由于有庞大的财政供养
人员人员（（80008000多万人多万人））存在存在，，其中机其中机
关公务人员关公务人员（（720720 万人—万人—730730 万万
人人））以及大量行政性的各类组织以及大量行政性的各类组织
人员数量过多人员数量过多，，确实会带来一部确实会带来一部
分分““低效成本低效成本””甚至甚至““无效成本无效成本”，”，
有很大压缩空间有很大压缩空间，，应减缩此类因应减缩此类因
素带来的不合理消费素带来的不合理消费。。

33..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
这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这在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话

题题。。这涉及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这涉及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实质问题的实质问题。。从从20212021
年数据看年数据看，，按常住地分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支出3030730307元元；；农村居民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支出1591615916元元。。城镇居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比大约是消费支出比大约是22∶∶11。。应继续应继续
调整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调整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结构，，
尤其要弥补尤其要弥补、、强化农村公共消费强化农村公共消费
（（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农村公共卫
生与医疗生与医疗、、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农村养老保障等公共
消费消费））这一薄弱环节这一薄弱环节。。

（三）第三条线：创新消费方
式，促进消费升级

除了上述机制和结构两条线除了上述机制和结构两条线
之外之外,,还要注意研究消费方式问还要注意研究消费方式问
题题。。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随着信息技术水平和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活水平提高，，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多样化
趋势明显增强趋势明显增强。。例如例如，，近年直播近年直播
电商购物方式风起云涌电商购物方式风起云涌，，网上支网上支
付大行其道付大行其道，，其他如网上医疗其他如网上医疗、、网网
上教育上教育、、滴滴出行滴滴出行、、体验式消费体验式消费、、
沉浸式购物沉浸式购物、、柔性化定制等多样柔性化定制等多样
化化、、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个性化消费模式层出不穷。。
这里有大量的消费潜力值得挖这里有大量的消费潜力值得挖
掘掘。。相信随着大众创业相信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万众创
新展开新展开，，人民会创造更新颖的消人民会创造更新颖的消
费方式费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
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本
文摘自《学术界》2022年第四期，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