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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4 日晚，1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北京正式成为奥运史上的第

一个双奥之城。本届冬奥会恰逢春节假期，学生对此的

关注也较多，因此将冬奥会中的事件作为素材用于课堂

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起学生对国家重大体育赛

事的关注及爱国热情，在掌握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符合课程思政的理念。此外，冬奥会的

成功举办属于社会热点事件，充分发掘冬奥中丰富的生

物学教学资源并在课堂中引入，能有效促进生物学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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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奥中蕴藏的高中生物学教学资源

冬奥中的诸多事例都与高中生物学知识密切相关，

下文对冬奥中蕴藏的高中生物学教学资源进行了详细的

梳理与分类，以期为教师发掘、更新高中生物学教学资

源提供一定的参考。

1.1 绿色生态

高中生物学中基因突变的环境条件、生态系统的保

护等知识点都蕴含着生态文明的理念，旨在引导学生树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而“绿色”是北京冬奥会

的办奥理念之一，遵循尊重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伦理

道德，因此冬奥中蕴含着众多与生态教育相关的资源。

例如，冬奥会需要为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提供盒饭，为减

少对环境的污染，其特别选用了以淀粉、脂肪、纤维素

等成分为原料的生物可降解餐具，使用后加点微生物就

能直接变成 H2O 和 CO2 重回自然界，强势助力“无塑”

冬奥 [1]，这与必修一《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的知识相

关。在打造张家口生态地时，采用了封山育林、营林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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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方式，使用植物源农药、仿生制剂等生物防治手段
[2]，这可作为材料用于选择性必修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及《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的教学中。此外，

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而在 2021 年

熊猫的受威胁程度刚由濒危降为易危，还有由易危升至

濒危的小熊猫、穿山甲等，这些材料都可引入选择性必

修二《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一节中，通过对比引发学

生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及保护措施的讨论，认识到

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深刻理解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

1.2 稳态调节

稳态是生命科学的核心概念，稳态的维持需要调节，

调节是生命活动的核心，而稳态也是选择性必修一教材

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学生全面认识生物体生命活动的规

律具有重要意义 [3]。而本届冬奥中具有诸多事例可用于

选择性必修一相关知识的教学中，去激起学生的兴趣或

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在冬奥会开幕式上，赤膊出现的

美属萨摩亚旗手在一众身穿羽绒服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

众多网友纷纷开始关心起他冷不冷。这个事例可用于选

择性必修一《体液调节与神经调节的关系》中，引导学

生分析人在寒冷情况下的体温调节过程；或延伸用于

《内环境的稳态》中，引导学生从生物学角度认识人体

在冬季保暖的意义；或者引导学生利用《细胞生活的环

境》中所学的知识分析冬季最容易出现的疾病——冻疮的

形成和预防。又如，在本届北京冬奥会中，中国在赛会期

间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其中传统兴奋剂EPO通过调

节人体红细胞的生成，进而提高运动成绩，这涉及选择性

必修一《激素调节的过程》的相关内容。这个事例一方面

可用于激素调节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评价应用激素类药物

的利与弊；另一方面可用于红细胞相关知识的教学中，引

导学生认识红细胞的形态结构、功能及相关病症。此外，

教师还可引申一些因使用兴奋剂而禁赛的事例，从体育赛

事延伸到各行各业，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1.3 健康生活

在生物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符合生物课程标准的要

求，有助于实现生物学课程“促进学生确立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课程目标 [4]，因此教师可多

途径收集、筛选材料用于教学中，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生

活的意识。例如，2 月 5 日中国队在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

混合团体接力赛中夺得冠军，其中范可欣的超强起跑，

曲春雨的内道超越，都展现出了良好的机能状态，而血

红蛋白的水平是评定速滑运动员机能状态的一项重要生

理指标 [5]，这提示学生在日常饮食中可摄入富含铁的食

物、多参加体育锻炼，从而提高血红蛋白的功效。又如，

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来自不同的时区，而超过 4 个时区

的地理位置的迅速改变就会破坏人体的生物钟，扰乱人

体内环境的稳态，产生疲乏无力、头痛等症状 [6]，据此

可引导学生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帮助运动

员消除时差的影响，从而理解生物钟是生物体与周围环

境相互适应的结果，培养学生树立规律作息的健康意识。

此外，与东京奥运会的纸板床不同的是，北京冬奥会中

引入了先进的“零重力床”，其零重力模式的实现是让人

以 126°卧躺，让人的膝盖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线，减少

身体接触部分的压力，从而有效延长深度睡眠时间。教

师可引导学生结合微循环等生物学知识进行解释，并教

给学生在白天站立或行走过多等情况下在夜间睡眠时可

将脚部垫高的小技巧。

2　冬奥相关资源的应用方式

奋进的中国与古老奥林匹克火种再度携手前行，人

类社会再度发出“一起向未来”的和音，通过本届奥运

会的成功举办，加深了学生们对奥运知识、体育明星的

了解，因此在教学中引入这些事例有助于激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如何用好这些资源，将学生口中津津乐道的

冬奥会与生物知识巧妙地结合是关键问题。

2.1 课堂中作为实际案例引入

上文梳理到的冬奥相关教学资源可以图片、文字

乃至视频的方式呈现，所耗费的时长可伸缩性强，能够

灵活运用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在教学的导入环节建议

教师结合生活经验或生理活动有关的现象进行问题情境

的创设，引发学生产生认知冲突，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例如，将冬奥会开幕式中赤膊上阵的美属

萨摩亚旗手用于选择性必修一《激素调节的过程》的导

入环节，教师可以这样操作：先展示美属萨摩亚旗手在

一众穿羽绒服的运动员中“脱颖而出”的图片，引导学

生思考在北京低至零度的夜晚中，为抵御寒冷美属萨摩

亚旗手体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个过程中甲状腺激素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怎样调节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呢？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学习一起来探讨。

在教学中的拓展延伸环节可选用冬奥中与社会话题

或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作为生物学知识在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应用，加深学生所学知识的理解或拓宽学生

的认识。例如，将冬奥会的可降解餐具用在必修一《细

胞中的糖类和脂质》的拓展延伸环节，教师就可以这样

描述：本节课中我们学习了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认识

了作为植物体内储能物质的淀粉、能储能也能隔热的脂

肪以及构成细胞壁的主要成分——纤维素，但同学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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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吗？冬奥会每日消耗的数以万计的可降解餐盒也是以

淀粉、脂肪、纤维素为主要成分合成的，并且在使用之

后加点微生物就能变成 H2O 和 CO2 重回自然界，真正体

现了绿色的冬奥理念。

不论将冬奥相关资源以何种形式呈现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都要注意语言的感染力，不能只是生硬的引进材料，

而要把这些材料与生物学知识密切联系起来，将知识目

标落在最近发展区里，才能在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同

时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此外，教师也可以利用冬奥相

关资源创设情境去设计完整的探究活动，但活动的设计

一定要以学生为主体，如小组合作共建体温的调节与平

衡模型，从而引导学生建构出自己的知识结构。

2.2 试题中作为背景材料呈现

2019 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的《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中强调时代性是高考命题的五大原则之一 [7]，而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在当今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在高考的命题中，冬奥相关资源可能作为背景材料出

现在选择题和材料题中。因此教师在采用试题去检测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时，可尝试将冬奥相关资源融入试

题中，培养学生基于材料运用生物学知识去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例如，冬奥相关资源：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的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其中可能涉及

的考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及现代生物进化论；生

物多样性。

[ 例 ] 试题：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

的原型是我国国宝大熊猫，在 2021 年国新办宣布熊猫野

外种群数量达到 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

危。最新的群体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现存的大熊猫并

未走到进化的尽头，仍具有进化潜力，因为大熊猫在末

次冰期消融后曾经历了强烈的种群扩张。以下关于现代

生物进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叙述错误的是（C）。

A. 一个熊猫种群的全部个体所含的全部基因是这个

种群的基因库，地理隔离使大熊猫种群基因库产生差别

B.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

野生生物资源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C. 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基因频率的变化决

定了进化的方向

D. 末次冰期消融后大熊猫的种群扩张，其实质是大

熊猫的基因频率发生了动态变化

将冬奥相关资源作为背景材料融入试题中，虽然学

生第一眼可能会感觉到陌生，但实际上就是“旧瓶装新

酒，换汤不换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培养

学生以生物学视角去解析新材料，从本质上提升学生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理解、应用生物学重要概念的能力。

3　小结与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对贴近自己生活的事例或社

会热点产生了更高的兴趣。因此本文从学生广泛关注的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中发掘、整理出绿色生态、稳态调节、

健康生活三方面的资源，尝试实现教学资源的更新，使

其更符合学生的时代经历，激起学生对生物学学习的兴

趣。将冬奥相关资源与高中生物学知识相融合，既能加

强学生对于高中生物学知识活学活用的能力，也能引导

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意识、稳态平衡意识、健康意识等正

确的价值观念。除了本文所发掘的素材外，本届北京冬

奥会中还存在许多尚待发掘的教学资源及应用方式值得

教师去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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