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师大版高中生物学
教材简介





         1.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的精神，以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为宗旨，按照课程标准的设计思路，

从社会需求、生物科学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三方面综合考

虑，构建教材的体系和结构，选择学习内容，使教材既体现

基础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实用性，为高中生更好的适应社

会生产、生活和继续学习奠定基础。

      2.根据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

求，教材要加大探究学习的力度，从根本上促进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一、编写指导思想



         3．根据《课程标准》倡导的“注重与现实生活的
联系”的理念，教材要尽量做到贴近学生生活，亲近自
然，面向社会实际；从社会生产、生活和自然环境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

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学的核

心概念，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步入社会做准备。

         

         4．教材要充分体现《课程标准》提出的课程目标，

处理好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科学教育与人文素养

教育、创业精神和择业意识等方面教育的和谐统一。



二、教材特点

（一）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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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遗传的细胞基础  

2．遗传的分子基础  

3．遗传的基本规律  

4．生物的变异  

5．人类遗传病  6．

生物的进化

课标课标 苏教版苏教版

1．生物科学和我们  

2．减数分裂和有性
      生殖  

3．遗传和染色体  

4．遗传的分子基础  

5．生物的进化

浙科版浙科版

1．孟德尔定律  

2．染色体与遗传  

3．遗传的分子基础    

4．生物的变异  

5．生物的进化  

6．遗传与人类健康．

1．人类探索遗传物质的
      历史
2．遗传信息传递的结构
      基础
3．遗传信息的复制与表达
4．遗传信息的传递规律 5

．遗传信息的改变 
6．遗传信息的有害变异 

7．生物的进化

北师版北师版

1．遗传因子的发现 
2．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 
3．基因的本质
4．基因的表达
5．基因突变及其他变异
6．从杂交育种到基因
      工程
7．现代生物进化理论

人教版人教版 中图版中图版

1．染色体在有性生殖中的
       变化
2．染色体变异对性状的影响
3．基因的分离规律
4．基因的自由组合规律
5．遗传的物质基础
6．基因对性状的控制
7．生物进化理论
8．进化与生物多样性

必修二（遗传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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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修三（稳态与环境）

1．植物激素的调节  2．

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3．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4．种群和群落 

5．生态系统  

6．生态环境的保护

课标课标 浙科版浙科版

北师版北师版 人教版人教版 中图版中图版

1．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2．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
      的调节       

3．植物的激素调节                       

4．种群和群落                                             

5．种群的稳态与调节
6．生态环境的保护

1．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2．动物稳态维持及其意义
3．动物稳态维持的生理基础
4．人体免疫系统与稳态
5．种群的稳态与调节
6．群落的稳态与调节
7．生态系统的稳态与调节
8．生态环境的保护

1．生物界是一个相对稳  

      定的生命系统   

2．生物个体的内环境与
      稳态
3．生物群体的动态平衡 

4．生物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

1．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2．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3．免疫系统与免疫功能  

4．种群  

5．群落    

6．生态系统   

7．人类与环境



        本模块以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微生物技

术为核心安排学习内容。通过学生自己动手、
实际操作，从中了解各项生物技术的基本原
理，获得基础知识，体会实际应用的价值。
    第一章，微生物技术
    第二章，酶技术
    第三章，食品加工技术
    第四章，现代生物技术

选修1：《生物技术实践》 



选修2：《生物科学与社会》 

    本模块突出“生物科学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
发展”的主题思想，体现科技进步在人类社会发
展中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本
模块特别强调人文情感教育，将科技发展与人们
观念的转变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章，生物科学与农业
    第二章，生物科学与工业
    第三章，生物科学与环境保护
    第四章，生物科学与人体健康 



选修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本模块特别突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第
一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生物技术在国民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学生的创业精神，培
养择业意识。
    第一章，生态工程
    第二章，胚胎工程
    第三章，细胞工程
    第四章，基因工程
    第五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和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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