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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相随。若落实到生物学教学上，无论偏颇何者，生命

科学就不科学了。所以，真正理想的教学应该是：理

学，文上；文学，理上；文理交融，方为至上。所谓文学

理上是指教师在讲授文学课时，要适当引导学生进行

理性的思考，让学生于感性中养成理性思维；所谓理

学文上是指理学课应于逻辑之中，多一些感性的、美的

体验和感悟，这就能给学生以清新悦目之感，并有利于

避免科学主义的倾向。生物学因与科学和入文紧密相

关，因此最适宜采用文理交融的教学方式来学习。比

如说，有教师在讲解ATP时这样说：一个人可以拉动

几百千克或更重一些的物体，但如果把人吃进的食物

所含有的能量换算成相当的汽油或柴油，却难以启动

一台机器，更不可能做功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体

做功除了食物的能量起了作用，人的精神也起了作用，

而机器则不能。类似于这样的讲解给学生的不仅仅是

科学还有人文。

一堂美国历史上的生物学课大大促进了美国科学

的发展，使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长久的进

步。因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要能够彰显科学和人文，

两者就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

促进人的完满发展，真正的教育也绝不会斤斤计较学

科界限，它所关注的永远是人的价值、自由和追求。然

而，现今社会却越发出现科学主义、技术理性的倾向，

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层次的反思和警觉。如果教育只有

科学而无人文，那么这样的教育终究是一种错位的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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