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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 中 生物学教学中 的应用
——以

“

细胞呼吸 的原理和应用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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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教育领域的 重要工 具 ，
尤其在 学 习 资源 生成 、课堂 互 动 以 及个性化教

学方 面表现 出 显著优势 。 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课前 、课 中 、课后
，
探讨其提升教学效果 、 促进学 生理解

复杂概念方 面 的潜力
， 旨在促进学 生核心 素养的发展 ， 打造创 新课堂 ，

为 未来的 高 中 生 物 学教 学提供参考

和建议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 智 能 ； 高 中 生物 学 ； 个性化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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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最ＩＳ教育领域的数

字化转型已成为新趋势
ｍ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 加

快建设高 ：质量敎育体系
，合理推进教育数字化是推动

教育强Ｈ ．
建设的重襄举措 。 随着机器学习 和深度学

的深人研究 生成式预训魏濃 ＆ＰＴ
，

Ｅｒｅ
－

 ｔ ｒａｉｎｅｄＴｒａｎｓＳｏｎｎｅｒ ）作为大謹曝言擊塑的产物 ，

以其禽敏生成流畅文本和整合 内容体系 的特点 ，度到

学界广泛关注ａ 人工智能 的发展为高质量 生化教

育提供了新机遇 ， 同对也促使人们黨新思考教师 龟色

及其对未来教育 的影响 。 如何将生成式人ｎ：智能有

效融入课堂 ，赋能学生孩心素＃的培养 ，
成为 当代教

眘的
一个关键议题ｓ

１ 生成式人工智能概述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
一种通过学习 已有的数据集 ，

生威新的逢似 内參的技术３ 当前的生成式人 智能

技术主要包栝 自然语言生成 、闺像生成和虚拟环境构

建等 。 罄于此类技米在成式人工智能可用ｆ 自翁生

成教学材料 、设计互动式李习环境、个性化推？学习

资源 ，甚至创建智能虚拟任务 角 色 ｔ 以辅助教师教学

和攀生学ｇ 。

２ 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 中 生物学教学新范式

最新修订的 《普通高中生物学棵＿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

版 ２０２０ 宇修订 ） 》 （ 以下简称
“

课程标准
”

） 强调 以核

心素养为导向 ， 适应知识的不断迭代
「 ２ １

， 生成式人工

智能进入 中学课堂 ， 促使传统
“

师
■

生
＾
摸式发生 了深

刻变革（ 图 １
＞

，有助于现代教学体系适应社会对创新

人才的需求 。

图 １ 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课堂教学模式示意 图

教师作为教学引 领费 ＃可 以 借助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
“

学 习 陪伴
”

功 能 ， 进行高效智 能化教学设计 ，

打造注重探究的思维型课堂 。 人工智能不仅在内容

深度与广度上为教学资源 的开发提供支持 １ 还通过

多样化 的教学活 动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帮助教师

从传统 的讲授者角 色转塑为多元化 的教會者 ３ 此

外 ， 生成式人工臂能通过启发式对话和过程性评价 ，

帮助＃＆发展批判性思维和探究能力 ， 促进更深屋

次的学习 发生 。

３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 中 生物学教学 中 的 实践探索

本文以人教版高 中生物学必修 ｒ
‘

分子与细胞
”

＊目 ： 内靈古 自治 区髙等学錄
＂ ■

Ｗｉｆ技奠才重昏俄ｆ 项 目 （
ｆｊｆｆＴ  ｗ －ｉｕ

） 。

＊ ＊ 通讯作者 ： 张斌 （
１ ９７９

） ， 男 ，博士研究生学历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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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第 ３ 节
“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座用
”

为例 ，探索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裔中 生物学敦学 中 的具体座用 。 根

裾课赛标准 ，
本拿节教学 目 标如下 ： 能从 系统观角度

阐释细胞呼吸的本质 ，运植生物学语言总结细胞呼吸

的概翁 ，
理解霜中的物质和能量变化 〈

■命观念 ：】 ；能

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比较两种呼吸方式的异 同 ，结合

细胞结构绘制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模型 图 ，辩证分

析两者在生命活动 中 的关 系 ， 探讨细胞 呼吸 时意义

（ 科学思维 ） ；能通过探究酵母菌的细 胞呼吸方式 ，＿

握控制变量的方法 ， 创造性设计实验方案 ， 明确酵母

菌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产生不同产物 ，并进行食理互

评 ：

（ 科学採究 ） ； 能够关注细胞呼吸原理在生产生 活

中的应用 ， 归纳影响细 胞呼吸的 因素 ， 结合进化观和

动态平衡观理解人类活动对 自 然环境的影响 ， 树立保

护生命的黉任意识 （社会黉任 ） 。

通过对谏前 、课中 、课后的整合 ，将生成式人工智

能 （图 ２ ） 融人教学 ， 旨在为一魏生物学教师提供聚焦

学科核心素养的思维型课堂的实践参考 ４
．

图 ２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 中 生物教学 中 的应用路径

３ ． １课前准备—— 高巍化

教师可 以赋予生成式人工智能特定的教学角 色 ，

弁通过
Ｈ

角 色 背景一任务一要求
”

的 格式输入指

令 ， 帮 助 明 确学 习 难貞 ， 节ｆ备课时 间 ，
减轻教攀

负担儀

３ ． １ ． １ 搜集情境素材 ， 开发教学资源

生成式人工智 能可被赋予 中生 物学教李专

家
＂

的角色 ， 任务是提供与细胞呼吸相关的 ３ 个真实

情境
， ，用于课堂导人 ，并提供补充教学资源 。 通过这

些多维度的情境创设 ， 教师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 兴

趣 ， 引导他们美注细胞呼吸在 日 常生括中的应用 》

３ ． １
．
２ 评估迷思概念 ，生成学习任务

电于细胞呼吸内容较为复杂 ，
教师可利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摸拟学生
？

角色 ，分析可能 出 现的迷思概念和

学习难＾ 教师还可以赋予生成式人工智能
“

授课教

师
＂

身份 ， 梳理教学重 难 点 ， 构建 系 统化 的 网络知

。 教师可 以 根据这些信息 ，
匹配不 同 的 ，学习 住

务 ， 如模型构建 、原理解释 、问题应用 、探究方案等 ，
从

而更好地设计课蜜教学活动 。

教学反思 智能工具助力教师开发教学资源 ， 丰

富 了情境创设 ，诊断学生学 习 困难 ，精准提供学习体

支持 Ｋ 智能化备课帮助教师更好地匹配学习任务 ，
推

动教孝从传统讲授模式向意义构建孪习的转变 ， 促进

数字化教学模式创新 。

３ ． ２课堂教学 任务化

任务一 ，苏格拉底式
”

思维互动 ， 深人理解生命

观念
＇

Ｂ

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展开
“

苏格拉底式
”

对话 ，通过
一

系列 启发牲、驱动性问题 ，动态呈现核心

概念 ，促进学生对细胞呼吸 的深层次理解 ，并引 导其

构建物质与能量变化 的知识框架 。 对话问题应具有

严谨的逻辑性 ，并紧扣教学 内 容 ， 根据学生 的 回答灵

活调整 ＃ 在互动过輕中 ，鼓励学生进行
“

头脑风暴＇

辨证反思 自 ａ的观点 ， 逢立概念间 的结构化联系 ， 从

而深入且广泛地理解生命观念 。

任务二 ： 生成高质量试题 ，实现科学思维迸阶 。

高中生物學谏堂重视学生科学思维结构的发展 ，

强调在探究过程中 ，思维水平从低 阶 向 高阶的进步 。

根据 ｓｏｌｏ 分类理论，学生 的思维可以划分为无结构

水平 、单煮靖构水平 、多虐结构水平 、纖联结构＃乎和

拓展抽象结构水平
「
４

１

。 教师可以通过连续痘河等策

略 ，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设计与教学 内容紧密相关的

题 Ｓ
，
检测学生思维进阶过程＾ 人工智能的参与有助

于提霄试题命制 的针对性，并为主观题提供分雇评价

标淮 ，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学生的思维水平 。

？生成式人工智 能能够禽效地设计會有创意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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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情境题貝 ，并快速分析＃生 的答题情况 ， 提供详细

的解题步骤 ，
帮助教师及时掌提学生的思维动态 ＜＾ 通

过启
．
发结构不 良的问题并给出相应评价 ， 可以有效提

升学生的个体思维能力 。

任务三 ：

“

私人助理与虚拟实验室 ％培养科学探

究能力 。

本章节包含 了高中 阶段时重要探宪实验 酵

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研究 々 学生可分小俎开展合作

探究 ， 准备实验材料 ， 设计 ，实验流程 ，并预期实验结

果 ， 由 于学生的思维差异 ，不同小组的实验设计可能

有所不同 ， 传统谏堂难 以逐一予以分析弁及时纠正 。

此时 》塗：成式人工智 能可化身为各小组 的
“

私人助

理＇帮助规范实验设计思路 ， 完＃方案 ，
并根据小组

的表瑰提供过程性评价 。

同时 、孝生还可以通过人Ｘ昝能技未生成的虚拟

实验 ，模拟细胞内复杂的化学反应 ， 观察 ＡＴＰ 生 ．成的

动态过輕 ， 明确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细胞呼吸的不同

产物 。 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烟科学探夹能力 Ｂ

任务四 广 角色扮演
疗

辩论赛 ，培养社会责任感

教师可以结合本章节内客 ， 利甩人工智能技术联

系实际生产生活 ，
设定主题 ， 组织

一场辩论赛 。 迮成

式人工智能可作为其中
一方的

“

辩手
”

参与辩论 。 例

如 ， 以细胞的两种呼吸方式为主题 ，辨题可为
＊ ？

在生产

生活 中 ， 应优先利用有氧呼吸还是无氧呼吸原理
”

。

学生需基于生物学屢理 ， 结合生产效率 、 环保节能等

现实问题 ，进行爐合分析论证 。 人工智能 则提供不同

的观点与视角 ，帮助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和辩证思维

能力 。

教学反思 细胞呼吸 ； 串＆物孝的重要核心

内容
，
教师通过设计有条理的问题弓

｛ 导学生理解实验

过程 ，激发其参与兴趣 ， 促进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思维

的培养 ９ 由 于细 胞呼吸是细胞 内极其童要的代谢活

动 ， 传统的教学依赖于文字描述和静态 图 片 ， 难以让

学生直观感知 。 此外 ， 部分学校 因场地限制难以顺利

展开实验教学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的虚拟实验室 ， 作

为可视化教学工異３能够将理论与实验教学有机结

合 ， 推动课堂向场景化 、沉浸式体验的方向发展 ，增强

互动效果… 。

３ ． ３课后拓展 个性化

３ ． ３ ． １ 个性化作业

教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快速生成功能 ， 进行知

识测评与 反馈 。 基于 人工智能 的测评系统能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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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生的答题情况 ， 生成个性化．习建议 ， 并针对薄弱

环节提供专门的学习 材料 。 学生在课后还可 以 根据

自 身情况 ， 生成有针对性的 习题 ， 自 主进行巩固练习 。

需餐注意的是 ， 目 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图片处理能力

较弱 ：
敎师应补充部分识图题 目 ， 注重培养学生从Ｂ

中提取信息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

３ ． ３ ． ２ 跨荸科主题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整合不 同学科领域的知识 ，

教师可利用该技术设计跨学科的开放性作业或生物

学跨学科主题任务
，
强化各学科间 的联系 。 学生＿￥

借助这
一工眞建构跨争科的知识体系 ，提升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

在实际教学 中 ， 智能系统参与课后拓展管理 ，
通

过检测与
＇

诊断監管学生的学习全过程 ， 与传统教学相

比 ，智能Ｘ具能够高效生成个性化习题库和跨学科资

源库及伸课堂教Ｉ 提升学生 的综合学科素氣 此

外 ，智能化工為还能及时评价学 习 效果 ， 为师生提供

有效的反馈 ， 优化教与学的质量 。

４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物学教学 中 的局 限性与展望

４ ． １使用 者要求与谬误风险

產成式人工智能需要明确 的指令 ，
以高质量获取

篼需 ？答案 ， 该操作往往舞要大量的训练 。 由于裔中生

物學 内容的？业性 ，氧纯侬载文本训绦淹解释生猶学

现象或问题存在困难 ，这对教师提 出 了较高要求 。 此

外 ，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质暈具有不
一致性 ， 教师必

须对其迸行审核和筛选 。 同时 ，孛＆在使甩诙技术获

取知识时 ， 可能难 以辨别答案 的 准 确 性 ， 存在谬误

风＿ 。

４ ． ２教师 引 导的 重要性

人０：智能在课堂中 的有效利用依赖于教师引导

师生互动是教学过程 中 的重要环节 ， 若在课堂上过

量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
可能导致 宾夺主

”

的 局

爾 ， 削弱教师的主导地位 。 没有教师引导 ，学生独立

使用智能工具时容易失去 自 主思考意识 ， 导致过度依

赖生成式人工智能 ，导致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减＿ 。

４ ． ３挑战与机遇并存

齊前 ， 生成式 ＡＩ 的技术 门檻较离 ， 部分学校可能

面临资金和技术限制 ａ 作为教育发展新趋势 ，教师虛

积极探索该技术的使甩策略 ，充当学生与人Ｍ能之

间 的沟通引导者 ，在确保学生主体性 的同时 ， 为课堂

？生人新活力 。 词时 ，教 提升 自 身的数字素养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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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Ｓ Ｉ 教学的高 中 生物学课堂教学设计
＊

——以
“

特异性免疫
”

为例

温 州 大学 生命与 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温 州 ＜
３ ２５０ ３５

） 巫李美 陈 勇
＊ ＊

摘 要 社会性科学议题 （ ＳＳＩ
）是指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快速发展而 出 现妁 一 些其有争议性 的 问題 。

ＳＳ Ｉ

教学是以社会性科学议题而展开的教学过程 ，是指教师通过匈设情境 ， 引 导学 生针对 ＳＳＩ 进行令理 的分析 ，

找 出 问题的 关健 ， 并且根据 自 己 所 学的知识 阐 明 个人的观点 ， 同 时提 出
一

个合理 的解决方案 。 现以特异性

免疫为 例 ， 基于 ＳＩＭＢＬ模型 开展课堂教学 ， 旨在提高 学 主的 生物学核心素养 ， 为
一线教师 的教学提供借鉴 。

关键词 ＳＳＩ 教学 ；
ＳＩＭＢＬ 模型 ； 高 中 生物 学 ；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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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却识相关的社会 问题 ，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养 、

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 该模式法黨将科学知识

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使荸生能够理解料学 的社会影

响 ，并增强他们的参与度和实践能力 。

适应数字时代的复合型教育者 。 未来随着技术 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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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

作用 ｓ

５ 结论

在高质量教育发展时理念下 ，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教学已成为新趋势 。 这项技术为痛中生物学教学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１ 开 启 了教学新范式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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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拿握复杂的生物学知识１ 探索了

其在高中生物学敦学中时应用路径 。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教学方式的创新和提升

方面具有广泛应用 》 随會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其在

教育领域的窥用将更加广阔 ，爾景更令人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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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探究 ， 、社会責任 ．函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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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教师的教学必须联系生括 ，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

ｆ１ 用一些社会鍵＿或麗边小響 ，将生物隹抽象的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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