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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3年4月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以来，高中生物新课程在全国各地全
面推广实施，已成为大势所趋。
我们深知，高中生物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在于一线工作的广大中学生物教师。
只有一线教师深刻理解课程改革的理念，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不断的实践探索，新课程的推
广和实施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
然而，对于仍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四川省，许多一线教师对新课改而言，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践都还
需要一个专业成长的过程，尤其是来自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中学生物教师更需要获得高中生物课改方
面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本书共分4篇：教育理论篇包括4讲，力图让读者从整体上了解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和
理论基础；教学策略篇包括4讲，力图让读者了解高中生物新课程的新教法；课程资源篇包括3讲，介
绍了对生物课程资源的认识、开发与利用；教学评价篇包括3讲，介绍了中学生物教育教学活动中对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评价的新理念、新方法。
　　本书以中学生物教师专业成长为主线，力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概括当前课程改革涉及的教育教学
理论；力求通过教学策略、课程资源和教学评价所涉及的若干中学生物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剖析，让
读者去思考：高中生物新课程教什么、怎样教和为什么要这样教。
我们希望能通过本书为一线工作的高中生物教师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徐作英（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本书统筹、统稿、主编的工作，并负责了教育理论篇的编写工作
。
赵广宇（成都市第十二中学），担任本书主编和负责教学策略篇的编写工作。
张伯福（四川师范大学），担任本书副主编和负责课程资源篇的编写工作。
何兴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本书副主编和负责教学评价篇的编写工作。
胡银亨（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参与了第8讲、第11讲内容的编写。
唐玲（四川师范大学在读教育硕士研究生），参与了第13讲内容的编写。
王跃华（成都大学）、钟玉辉（四川省内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同参与了第4讲内容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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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中新课程理论与实践丛书》在深入研究总结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
上，对国内外高中课程教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力图进一步理清课程改革的理论脉
络，解决在课程改革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进一步加强对高中课程改革参与者的专业引领和实
践指导。
丛书既是高中教师新课程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进行高中课程改革与实践学习
和研究的参考教材。
　　《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是丛书中的一册。
《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由教育理论篇、教学策略篇、课程资源篇和教学评价篇四个部分构
成，力图通过对高中生物新课程的理论解读配合教学中的实际案例及对案例的分析和教学反思，使高
中生物教师在教学中反思，从而深入了解生物新课程实施的意图和要求，以解决教师在生物课程改革
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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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教育中的信息传递应当包括经验信息的传递、知识信息的传递和智慧信息的传递。
而经验信息的内涵是前人积累下来的优秀经验，通过手把手地、通过实践、通过语言、通过感应而一
代一代地传递。
对前人经验的思考并进行系统总结便形成了知识信息，知识信息主要通过语言对话进行传承。
对前人知识的理解、对前人经验的升华和创新发扬就是智慧信息，智慧信息的传递依赖于师一生双方
协同作用，依赖于师一生双向的交互，更依赖于师一生的共同创造。
　　三、大科学时代中教育发展的趋势　　（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　　当前学术界，把20世纪前半
叶称为“小科学时代”，20世纪后半叶称为“大科学时代”。
“大科学时代”中有些学科起核心作用，处于所有学科结构的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影响着其他学科的
发展方向，起着学科“领头羊”的作用。
在历史上，自然科学门类中学科的重心，曾经发生过从力学到物理学和化学的转移，而当今种种迹象
正预示着学科结构的重心从物理科学到生物科学的新转移①。
　　（二）大科学时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大科学时代，教育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
　　1．信息化大趋势　　当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一场人类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技术大革命正
在我们的身边声势浩大地展开，这就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大革命——“信息革命”
。
所谓“信息革命”，指的是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感测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或信息处理技术（又叫智能技术）以及控制
技术。
这四种技术分别与人体的四类器官相对应：感测技术是人体感觉功能的延伸，包括遥感和遥控技术；
通讯技术是传导神经功能的延伸，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通信技术，也包括跨时域传递信息的存贮技术；
计算或信息处理技术又叫智能技术，是大脑功能的扩展，包括电子计算机技术（硬件和软件）、人工
智能专家系统与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控制技术是效应器官功能的延伸与扩展。
在这四项技术中，通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整个信息技术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感测技术和控制技术是
核心技术与外界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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