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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探究和社会责任 [1]。高中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在引

导学生掌握科学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培养核心素养，可以有效促进核心素

养在教学实践的落实。通过“血糖平衡的调节”的教学实例，

阐述在各个教学环节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2 学情分析

本节内容选自新课程标准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选择

性必修 1 第 3 章中的内容，是从个体水平阐明稳态与平衡

观的典型实例，经过初中的学习和已有生活经验，学生对

血糖知识已有一定认知，但尚不清楚其具体调节机理。

3 教学目标

依据课程标准并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制定下列

教学目标：

①分析血糖平衡的案例数据，构建血糖来源和去向的

概念模型，建立稳态与平衡的生命观念。

②分析高血糖、低血糖时血糖调节的过程，构建血糖

平衡调节模型，逐步发展科学思维。

③了解糖尿病发病特点和影响因素，分析激素作用机

理，说明血糖平衡调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制订适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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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健康生活计划，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升社会

责任。

4 融入生物核心素养的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兴趣引入—模型构建—模型应用—健康生

活，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学环节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具体内容 核心素养的培养

环节 1 兴趣引入
展示某人的空腹和餐后血

糖报告单，判断是否正常

设置源于生活的教

学情境，激发兴趣

环节 2 模型构建
分析血糖数据，构建血糖

来源和去向的概念模型

通过对血糖平衡数

据的分析，让学生

从系统整体的高度

理解体液调节在维

持稳态的作用，从

而树立稳态与平衡

的生命观念

环节 3

来源与去

向模型应

用，血糖

调节模型

构建

分析高血糖、低血糖时血

糖调节的过程，构建血糖

平衡调节模型并完善模型

通过问题层层设

疑、引导合作探究。

在模型建构的活动

中训练科学思维

环节 3 健康生活

根据激素作用机理，分析

糖尿病形成病因，说明血

糖平衡调节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能够针对糖尿病

的影响因素制订适合自己

的健康生活计划

通过制定并践行健

康生活计划，增强

社会责任

5 教学过程

5.1 环节 1：创设情境，构建模型

提供实境材料，导入新课。

资料 1：展示某人空腹和餐后血糖报告单，判断血糖浓

度是否正常？

设计意图：问题情境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激发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5.2 环节 2

资料 1：展示正常人餐后 3h 内（如图 1 所示）及空腹

14h 后（如图 2 所示）血糖浓度含量变化（空腹和餐后 2h

的参考值分别为 80~120mg/dL、80~144mg/dL）[2]。

图 1 正常人餐后血糖含量变化曲线

图 2 空腹血糖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资料 2：食肉动物东北虎吃的食物中糖类比较少，但东

北虎体内的葡萄糖浓度（4.8~6.9mmol/L）与人体的大致相

当并能保持稳定。

①提出问题串，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空腹 14h 血糖

浓度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为什么餐后血糖浓度显著升高

后又很快恢复至正常水平？食肉动物体内的葡萄糖为什么

可以保持平衡？什么物质可以转化为糖？血糖可以合成、转

化为哪些物质？你能否归纳血糖的来源和去路并构建概念

模型？引导学生自主构建血糖来源和去向的概念模型。

②学习活动。学生依次探讨解决上述问题可得出：空

腹一段时间后，机体通过调节，促进肝糖原分解、非糖物质

转化为葡萄糖以维持血糖浓度的平衡。由于食物中糖类的消

化吸收，餐后血糖浓度显著升高，机体通过调节，促进血糖

进入组织细胞内氧化分解，转化为肝糖原、肌糖原或脂肪等

物质，血糖浓度很快恢复至正常水平。学生归纳血糖的来源

和去路，用箭头和文字表述的形式，初步构建血糖平衡模型。

③设计意图：学生逐步分析、推理、猜测、质疑教师

呈现的实验数据，形成认知冲突，指导学生经讨论后归纳血

糖的来源和去路模型，提升了分析与推理、归纳与概括、模

型与建模、批判性思维等科学思维能力，建立稳态与平衡观。

5.3 环节 3：建构血糖调节模型，从模型构建活动
中发展科学思维

资料 1：对禁食 24h 的小鼠（25g 左右）腹腔注射 2 单

位胰岛素后小鼠会出现低血糖并发展为休克。若在上述小鼠

出现低血糖症状时，立即腹腔注射 1mL 50% 葡萄糖溶液，

可以观察记录到症状缓解、消失。

资料 2：严重的低血糖会造成机体损伤及暂时或持久

的神经系统损害，偶尔可引起脑水肿和死亡。对血糖低于

4mmoL/L 的患者，可以给予一杯口服葡萄糖进行治疗，也

可以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 1mg 进行治疗。

问题串引领：小鼠发生低血糖症状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实验如何验证是血糖低造成的？血糖不正常时，机体调节的

最终结果是什么？什么激素可以调节血糖浓度？使该腺体

活动强度增加还是减弱的原因是什么？该激素水平如何变

化？该激素在哪里产生？通过血糖的来源和去路模型分析

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作用，引导学生根据上述问题的答

案，构建低、高血糖条件下的血糖调节模型。

学生分组合作探究：首先分析资料，得出腹腔注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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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胰岛素后小鼠会因为低血糖而休克，腹腔注射 1mL50%

葡萄糖溶液后症状消失，说明休克是血糖低造成的，机体调

节的最终结果是血糖恢复正常，高血糖浓度刺激胰岛 B 细

胞产生胰岛素降低血糖，低血糖浓度刺激胰岛 A 细胞产生

胰高血糖素升高血糖，学生在问题串引领下进行自主学习、

交流探讨构建血糖含量高→恢复正常的血糖调节模型及血

糖含量低→恢复正常的血糖调节模型（如图 3 所示）[3]。

（a）血糖含量高→恢复正常血糖调节模型

（b）血糖含量低→恢复正常血糖调节模型

图 3 血糖调节模型

设计意图：通过图解式概念模型的构建，能让学生明

晰机体血糖平衡的调节机制，以及反馈调节对机体平衡的意

义。以问题引领整个过程，力求学生主动学习，真正学习，

训练科学思维。学生通过构建模型，体验这种科学研究方法，

进一步培养稳态与平衡观。

补充完善：教师补充有关下丘脑、肾上腺素等知识，

以及它们参与血糖平衡的调节途径，引导学生全面分析，进

一步构建血糖平衡的神经、体液调节的完整过程的概念模型。

5.4 环节 4：学习糖尿病类型和防治，迁移应用知识
教师呈现中国和世界糖尿病人相关数据，展示胰岛素

作用机理图片（如图 4 所示）[4]，分析胰岛素不足可能引发

的病症，从激素和受体的角度分析糖尿病的可能病因是什

么？哪种类型的糖尿病可通过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

学习活动：学生根据资料，结合 I 型、Ⅱ型糖尿病的

机理图，学生据图分析哪种抗体引起的糖尿病可通过注射胰

岛素进行治疗？将所学知识进行迁移应用。

图 4 胰岛素作用机理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分组讨论和学习糖尿病的类型：I

型糖尿病、Ⅱ型糖尿病，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及妊娠

糖尿病。多饮、多尿、多食是各种糖尿病共同的外在特征。

I 型糖尿病被称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常发病在青少年，

病因是胰岛 B 细胞功能受损，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患者

消瘦，需要依赖注射胰岛素进行治疗。Ⅱ型糖尿病又称为非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主要是胰岛 B 细胞功能紊乱及胰岛

素抵抗，多见于中老年，大多数病人有肥胖史。肥胖、能量

摄入过高和运动量过少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是Ⅱ型糖尿病最

常见的诱因，因此，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控制糖类、高脂肪、

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提高膳食纤维的食用等健康的生活方

式，对预防Ⅱ型糖尿病有较大的作用。

设计意图：通过阅读资料，通过分析激素分子作用机理，

用问题促进思考，学生了解糖尿病的类型及危害，阐明糖尿

病的病因，认识不良生活习惯与糖尿病的关系，认同积极参

加体育锻炼、健康饮食等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形成健康

生活的意识、态度和习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6 教学反思

要在课堂培育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教学设计应紧扣

核心素养并有效实施，这节课运用小组合作、模型建构、探

究学习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树立“稳态与平衡”的生命观

念，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提升学生的生物学社会责任，在

具体的教学环节中促使学生的思维品质和认知能力的提升。

改变了以往对知识的授受模式，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参与，

最终使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获得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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