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的概念教学策略
安代红 ( 北京市大峪中学分校 102308)

摘 要 依据 2011 年版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中有关概念教学的建议，对“人体内尿液的形成和排出”教学内容中所要传递的

生物学重要概念和一般概念进行分析，提出了帮助学生形成这些概念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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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11 年版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以下简

称新课标) 在教学建议中指出:“教学活动不应仅仅停

留在让学生记住一些生物学事实，而是要帮助学生通

过对事实的抽象和概括，建立生物学重要概念，并以此

建构合理的知识框架，进而为学生能够在新情境下解

决相关问题奠定基础。”［1］对生物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是生物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如何传递生物

学重要概念是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1 新课标要求和教学总体思路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是新课标“生物圈中的人”
的二级主题“人体代谢废物的排出”的具体内容，要求

层次是“概述”，属于理解水平。教学内容要传递的重

要概念有 3 个，分别是:“人体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协

调，以完成生命活动”;“人体的组织、器官和系统的正

常工作为细胞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条件，包括营养、

氧气等以及排出废物”;“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
膀胱和尿道，其功能是排除废物和多余的水分。”［1］而

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肾单位、尿液形成的过

程、尿液排出的过程是建立以上三个重要概念的一般

概念。首先通过观察图片、模型并结合自身使学生了

解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以及各器官的关系和功能为学

习尿液的形成和排出打基础。然后组织指导学生观察

哺乳动物肾脏的形态、宏观结构，观察小鼠肾脏纵切片

掌握肾单位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血浆、肾小

囊腔中液体、尿液成分推理得出尿液形成的两个连续

的过程。最后通过联系学生亲身体验应用已学相关知

识由学生自己得出尿液排出的过程。即遵循“呈现概

念事实 － 抽象概括形成概念的基本理解 － 应用概念解

决问题”的程序进行概念教学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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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单位概念形成的教学

源染色体分离;⑥着丝点分裂，姐妹染色单体分开。组

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依据之前画出动物细胞有丝分

裂模式图和教材中“哺乳动物精子的形成过程图解”，

讨论减数分裂过程中的染色体行为。教师与小组互

动，了解学习中疑难点后，多媒体展示精子形成图解，

师生共同学习，重点分析什么是同源染色体，以及同源

染色体的行为。通过互动学习，引导学生意识减数第

一次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的行为是减数分裂的核

心，对于生物的遗传有重要意义。
3． 4 模拟活动 体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变

化 学生对课前用两种颜色硬纸制作的染色体模型进

行分类，然后以精原细胞染色体数 2N = 4 为例，以小组

为单位模拟减数分裂各时期染色体行为。安排一组学

生在黑板前用更大的模型进行模拟展示，组长介绍模

拟的成果，组内其他成员补充完善，其他学生进行质

疑、评价，在“做中学”中进一步完成对于减数分裂概

念的意义建构。
3． 5 感悟收获，课堂小结 让一位学生阅读下面一篇

短文作为本节课核心内容的总结。文章内容: 我是染

色体，我是可爱的染色体欢欢，终于要去开始新的生活

了，我心中充满了好奇，未来是什么样子我心里也没有

底，一切都是新的，还没有等到我细细品味这新奇的生

活，自己就发生了复制，增添了一个妹妹，人们都称我

们为姐妹染色单体。我和妹妹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由

一个着丝点连接在一起。谁也没想到有更大的惊喜在

等着我们，我们找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染色体乐

乐，我们和这个朋友聊了起来，越聊越开心，于是我们

越走越近，最后促膝长谈起来，我们互相交换了礼物。
随后，我们决定出去走走，于是我们来到了赤道板，分

别站在赤道板的两侧，虽然我们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但

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移向细

胞两极，开始了各自的生活。我带着妹妹来到一个新

的环境，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我们走着走着又来到了

赤道板，我想起了乐乐，往日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分

离的痛苦并没有动摇我们追求理想的决心，我和妹妹

决定也彼此分开，去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远方的美景

吸引着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4 教学反思

减数分裂的概念构建不是教师简单地把知识传递

给学生，而是学生在同伴和老师的帮助下，依靠自己已

有知识背景、经验、认知结构和实践活动主动的去建构

知识的意义。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明确自己的角色

定位才能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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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观察肾脏的外形、颜色、肾脏的纵剖面

( 参照教材图片在实物上贴标签) 以及肾脏内血管分

布图片，使学生知道肾脏内有丰富的血管流经大量的

血液( 所以颜色是红褐色的) ，能准确辨认肾脏的宏观

结构，并能比较肾脏皮质和实质颜色和质地的不同，从

而产生疑问: 为什么肾皮质颜色比肾髓质颜色深? 尿

液到底是在肾脏的什么部位形成的? 激发学生探究肾

脏微观结构的欲望。然后，教师指导学生观察小鼠肾

脏纵切片，让学生亲眼看到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的

结构特点以及三者的位置关系，搞清楚肾小体、肾小管

在肾脏内的分布情况。为了保证显微观察的实效性，

教师先要指导学生用肉眼观察切片标本，结合前面对

肾脏纵剖面的观察，识别切片中肾实质和肾盂的位置

和范围，再在显微镜下重点观察肾实质的部分，即观察

肾单位的结构。观察肾单位时，教师可以用显微摄像

设备指导学生观察，如果没有显微摄像设备可以从网

络上寻找低倍镜和高倍镜下的肾单位显微结构图片指

导学生观察。在显微观察的基础上出示肾单位的模式

图，进一步讲授肾单位的结构特点，突出适应性特征。
通过对切片和模式图的观察，使学生看到以下概念事

实:“肾小球是一个毛细血管球，肾小球两端都是小动

脉，肾小球外面包裹着肾小囊并且肾小囊内壁与肾小

管壁是紧贴的，肾小囊和肾小管壁都由一层细胞构成，

肾小囊和肾小管是相通的，肾小管的外面缠绕着毛细

血管，肾小体主要分布在肾皮质，肾小管主要分布在肾

髓质中”。在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意使学生清楚肾单

位的结构和肾脏内的血液流动路线。最后，提出问题

引发学生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是: ①为什么活体的肾

脏，肾皮质颜色比肾髓质颜色深? ②肾小球中血液的

成分与肾小管外毛细血管中的血液成分会一样吗? ③
肾小球毛细血管壁与肾小囊内壁紧贴有什么好处? ④
肾小球毛细血管壁和肾小囊壁都由一层细胞构成有什

么好处? ⑤肾小球毛细血管网两端都是小动脉有什么

意义? ⑥你认为肾小管外缠绕着毛细血管有什么作

用? 这些问题需要学生将血液循环的功能、肾单位的

结构特点、肾脏内的血路等知识综合分析进行大胆推

测，虽然有些问题本节课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但是

对学生建立肾单位的概念( 即肾单位是肾脏中形成尿

液的结构，肾单位包括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 ，形成

形态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科观念、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很有价值。如果教学中只是让学生观察肾脏

的纵剖宏观结构，肾单位的结构只是通过教师对模式

图的讲解使学生记住适应性特征，概念教学的效果会

大打折扣。
3 尿液形成过程概念的教学

首先可应用肾单位结构模式图带领学生复习肾单

位的结构和适应性特征，为学习尿液形成过程扫清知

识障碍。接着来组织学生比较分析血浆、肾小囊腔中

的液体和尿液的成分数据表，依次讨论以下问题: ①比

较血浆和肾小囊腔中液体的成分，你发现了什么? ②
肾小囊腔中液体成分与血浆的成分除水和蛋白质以外

都一样，说 明 了 什 么 ( 肾 小 囊 中 的 液 体 是 怎 么 形 成

的) ? ③比较肾小囊腔中液体和尿液的成分，你又发现

了什么? ④在肾小囊中出现的葡萄糖在尿液中却没有

了，这说明了什么( 肾小管可能有什么作用) ? ⑤尿液

中的无机盐和尿素尿酸的浓度都远远高出肾小囊腔中

的液体，说明什么? 在讨论的基础上结合肾单位的适

应性特征，师生共同总结出尿液形成的两个连续的过

程: 肾小球的滤过作用和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 概念内

涵略) ，从而形成尿液形成过程的概念: “当血液流经

肾单位时，通过肾小球的滤过作用和肾小管的重吸收

作用，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形成了尿液。”最

后通过对真实问题情境的讨论，应用概念解决问题，达

到知识的迁移。讨论题① : 出示肾小球肾炎患者的尿

检数据让学生分析可能是肾单位的什么结构出现了问

题? 讨论②:“健康人每天形成的原尿有 150L，而每天

排出的尿只有 1． 5L，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有什么意

义?”通过问题②的讨论进一步使学生理解“人体的组

织、器官和系统的正常工作为细胞提供了相对稳定的

生存条件”这一核心概念。
4 尿液的排出的教学

通过教学使学生形成的概念是“肾单位形成的尿

液经集合管、肾盂、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膀胱充

盈时，在神经系统支配下尿液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或

者更加概括为:“人体尿的排出是在神经系统支配下，

泌尿系统各器官协调配合完成的。”
在学习了泌尿系统的组成、肾单位及其分布、尿液

的形成过程这些知识之后，对于“尿液的排出”知识可

通过学生自主的学习来获得。教师可同时出示肾单位

结构图、肾脏的纵剖结构图( 显示肾单位、集合管、肾

盂、输尿管的位置关系) 、泌尿系统组成图，然后组织学

生讨论:“肾单位形成尿液以后，尿液是怎样排出体外

的? 请你结合图片进行描述。”学生很容易将 3 张图片

进行联系，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然后教师

再通过动画课件进行补充讲解，突出神经系统的调节

作用，同时可以结合“我们在环境不允许时能够憋一会

儿尿”的真实体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神经系统( 脊髓

和大脑) 对排尿的控制作用。这样处理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观察能力和联想力。在学生理解了排尿的过程之

后，教师再提出一个思考题:“请你归纳泌尿 系 统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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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进行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设计
蒋沂蒙 ( 山东省平邑县教育体育局教研室 273300)

摘 要 实验课是生物学教学的一种基本课型，它的设计和组织比常规课更有难度。本文结合具体案例，从细化教学目标、检测

教学目标、实现教学目标三个方面阐述了对生物学实验课设计的基本认识。

关键词 生物学实验课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生物学实验课是生物学教学的一种基本课型，是

提高学生学科素养，发展学生探究能力的一种重要手

段。《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特别强调实验能力

的培养，其中安排了大量的实验内容，例如必修模块共

安排了 12 项实验; 选修一模块安排了 12 项实验; 选修

三模块安排 1 项实验，约占总教学时数的 20%。其目

的都是期望通过实验课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但

比较之下，实验课作为一种活动实践课，它的设计和组

织比常规课程更有难度。如何进行生物学实验课的教

学设计，使学生既能积极实践操作，又能深入思考，真

正提高能力，这对教师及其课堂组织能力是个很大的

考验。本文以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 选修一) 的“酵

母细胞的固定化”实验为例，提出对实验设计的几点认

识。
1 明确预期———细化教学目标

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

活动，有着一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存在于教学活动开

始之前，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作为对教学活

动结果的意图或期望，教学目标具有一般性、笼统性、
模糊性等特点，所以很难作为教师和学生努力的具体

要求和测评教学成效的准确尺度和标准。如教学参考

书上关于“酵母细胞的固定化”的教学目标仅为一句

话: 尝试制备固定化酵母细胞并利用固定化酵母细胞

进行酒精发酵。至于学生具体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点，

提高哪些能力，培养什么情感等都较模糊。因此，教师

在课前应该首先将教学目标进行细化，使其清晰明确

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檴
，

理功能是什么? 完成这一生命活动需要哪些系统的协

调配合?”使学生对泌尿系统的排泄有一个整体的、概
括性的认识，形成“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和

尿道，其功能是排除废物和多余的水分。”、“人体各系

统相互联系、相互协调，以完成生命活动”两个核心概

念。树立生物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的学科观念。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 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6 ～ 17，32，33?

具有可操作性。教学目标细化的依据就是《普通高中

生物课程标准》( 下面简称“课程标准”) 。
《课程标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学习高中生物学

知识需要达到的各种目标要求，具体分为知识、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能力三个维度。学生通过知识的学习提

高了自身的能力，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和观点，同时能

力的提高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建立，又反过来影响

知识的学习。所以知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力这三

维目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

始终，不可偏废。但是，不同章节的内容有不同的特

点，对三维目标也不必都面面俱到、千篇一律，有的内

容则可能将知识目标放在首位，有的内容可能将能力

或情感目标放在首位。所以需要根据每课时学习内容

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重点确定其中某几项目标。《课

程标准》对实验课的具体目标有以下几点:

( 1) 知识目标: 获得生物学基本事实、概念、原理、
规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了解生物科学知识在

生活、生产、科学技术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应用。
( 2) 能力目标: 能够正确使用一般的实验器具，掌

握采集和处理实验材料、进行生物学实验的操作、生物

绘图等技能。对实验能确认变量; 作出假设和预期; 设

计可行的实验方案; 实施实验方案，收集证据; 根据证

据作出合理判断; 用准确的术语、图表介绍研究方法和

结果，阐明观点; 听取他人的意见，利用证据和逻辑对

自己的结论进行辩护以及作必要的反思和修改。
(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认识生物科学的价

值，乐于学习生物科学，养成质疑、求实、创新及勇于实

践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认识生物科学和技术的性

质，能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
根据课程标准、考试说明及具体学情，可将“酵母

细胞的固定化”的三维教学目标具体细化为以下内容:

( 1) 知识目标: 说出固定化细胞和利用固定化酵

母细胞进行酒精发酵的原理和步骤，并能解释一些步

骤的原因及注意事项。
( 2) 能力目标: 能够正确使用实验器具，掌握处理

实验材料和进行生物学实验操作的技能。能设计可行

的实验方案; 并用准确的术语表述和评价结果。
(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养成求实、创新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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