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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思维是生物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胞生物学作为生物科学(师范)专业的

基础课程, 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提供了丰富的实验事实和概念基础。该文首先强调在生物科学

专业师范生教育中, 利用概念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科学思维培养的必要性; 随后探讨了概念建构中

体现的科学思维方法, 并详细论证了采用概念图、科学史、建模教学和思辨式学习的教学策略, 培
养师范生归纳与概括、演绎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思维方法; 最后通过建立教

学评价体系和实施效果分析, 验证了概念教学在提升学生细胞生物学成绩和科学思维能力方面的

有效性。由此可见, 该研究成功构建了一种融合知识传授与科学思维培养的概念教学实践范式, 为
高等师范院校细胞生物学课程中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有效策略, 同时为其他学

科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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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thinking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in biology, and as a foundation-
al course in the Biology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Cell Biology offers a rich array of experimental facts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to foster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This paper first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em-
ploying conceptual teaching to achieve both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thinking in the 
education of prospective biology teachers. It then explored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reflected in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d detailed arguments for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concept map, history of science, mod-
el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to develop prospective teachers’ abilities in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deduction and 
reasoning, modeling and model-building, as well as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Finally, it validated the effective-
ness of conceptual teaching in improv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Cell Biology and their scientific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analysis of its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Therefore, 
this study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conceptual teaching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knowledge transfer with the c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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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on of scientific thinking, which provided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biological sci-
ence majors in Cell Biology courses at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curriculum reform in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       Biology Science; concept constructio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hinking method; teaching 
strategies

2017年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发表重

要讲话中指出 “青年时期是培养和训练科学思维方

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1]。2020年5月, 教育部颁

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明确指出“理
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

理的教育 , 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

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高等师范院校生物科

学专业以培养中学生物学教师为首要目标 , 应高度

重视知识传授与科学思维培养的深度融合 , 师范生

在加强知识学习的同时, 接受有效科学思维训练, 这
一举措不仅是对师范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生物学学科

核心素养培养的延续与深化 , 而且为师范生未来在

教育岗位上有效实施课程标准中的核心素养奠定坚

实基础。作为生物科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 细胞生物

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 科学思维贯穿实验

探究的全过程 , 同时实验探究的成果主要以科学概

念的形式呈现 , 包含诸多零散的生物学事实和概念 , 
使其成为一个以概念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学科。我国

的教育工作者虽关注科学思维的培养 , 但尚未聚焦

利用概念教学培养师范生科学思维能力的研究。因

此, 本文拟以细胞生物学教学改革作为突破口, 探索

依托概念教学培养师范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实践途

径 , 以期实现基于概念教学的知识传授和科学思维

培养的双重使命。

1   利用概念教学培养师范生科学思维的

必要性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 , 2020年

修订 )》确定以核心素养为课程宗旨 , 将科学思维列

为生物学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 , 指出科学思维是

指尊重事实和证据、崇尚严谨务实的求知态度 , 并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思维习惯与能力 [3]。随后 ,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

准 (2022年版 )》也将科学思维纳入初中生物学课程

的核心素养 [4]。由此可见 , 发展中学生科学思维的

能力和品质是中学生物学教学的重要任务。生物科

学专业的师范生是中学生物学教师的预备军 , 其科

学思维水平将影响中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实 , 因此生物科学师范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至关

重要。概念教学是教师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 帮
助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核心概念的过程 , 其不仅

关注学生对概念本身的理解 , 还强调学生如何形成

概念以及运用概念进行推理、分析和解决问题。在

细胞生物学课程中, 学生通过运用观察、推理、归纳、

比较等科学思维方法 , 从具体现象中提炼出概念的

本质特征, 促进概念的形成, 科学思维方法是科学思

维的表现形式 [5]; 概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必要的学

科知识和思维工具 , 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科学

思维活动; 通过科学思维的培养, 学生能够更加深入

地理解和运用核心概念。因此 , 概念教学的实施可

有效发展学生科学思维 , 概念教学与科学思维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

概念教学普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重知识轻能力

的现象 , 形成了讲概念、背概念、考概念的教学模

式 [6]。这样的概念教学使得学生虽能获取细胞生物

学核心概念 , 但缺乏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的机会 , 
忽略了学生主动建构概念的过程 , 妨碍了学生科学

思维能力的发展。对此 , 高等教育学校应通过改善

概念教学策略对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进行科学思

维能力的培养。

2   探讨概念教学中培养科学思维的途径
2.1   概念建构中体现的科学思维

作为生物师范生的核心基础课程 , 细胞生物学

包含众多规律、原理、定律 , 这些重要概念的建构

离不开多种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同时 , 概念学习

是一个转变过程 , 是学习者在原有概念基础上的改

变、发展和重建过程 , 接纳新概念或形成新概念。

本文举例说明《细胞生物学》(第五版 )[7]中概念建构

时所体现的科学思维方法 (表1), 启发教师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不仅关注概念的形成 , 还注重概念建构中

科学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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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策略

课堂是学生科学思维养成的重要场所。在我

校教学规划中 , 细胞生物学课程 (共51课时 )设置于

大二下学期 , 学生在完成植物学、动物学与生物化

学等先修课程基础上 , 已具备系统的生物学知识框

架。教师采用恰当的策略将科学思维方法融入概念

教学, 引导学生从最初对概念产生的感性认识, 到开

展基于科学思维方法的各种思维活动加工概念 , 再
到实践中应用概念解决现实问题 , 最后实现观念的

更新。同时学生在对概念内涵和外延形成深度认知

的同时, 又实现了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能力的训练, 提
升了科学思维品质。

2.2.1   利用概念图培养归纳与概括能力      归纳与

概括作为科学思维的基础 , 是师范生应掌握的最基

本科学思维方法之一。细胞生物学概念是学生对该

学科核心问题的本质认识或看法 , 厘清概念间的关

系是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基础。概念图作为一种

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 , 能够有效拓展和延伸概念 , 
清晰地反映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 在“物质运

输”内容中 , 涉及多个复杂且重要的概念 , 学生极易

混淆。通过确定核心概念、建立概念层次、绘制概

念关系及添加具体实例, 逐步构建和完善概念图, 学
生依据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对知识进行再处理 , 并把

握其中的内在联系, 把零散的知识串联起来, 构建系

统的知识体系 (图 1)。这不仅有助于直观展示物质

运输方式(被动运输、主动运输、胞吞与胞吐作用)、
转运物质、是否涉及膜转运蛋白、是否需要能量等

之间的关系, 还能加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因此, 构
建概念图不仅有助于学生整合和归纳知识 , 也是培

养学生掌握归纳与概括能力的重要途径。

2.2.2   利用科学史培养演绎与推理能力      科学史

作为演绎与推理的实践范本 , 通过还原科学家建构

概念的真实过程 , 让学生了解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究

的过程和使用的方法, 揭示概念形成的逻辑框架, 使
学生在追踪科学发现轨迹中自然掌握严密思维的

范式 [8]。以信号转导相关知识点—细胞感知和适

应氧气变化机制 (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为
例。(1) 现象溯源与问题提出: 教师通过呈现科学史

背景 , 高原地区人体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 
EPO)水平升高、SEMENZA团队 [9]发现低氧诱导因

子 -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 HIF-1)氧依赖性表

达, 还原真实研究场景, 引导学生观察现象并提出核

表1   细胞生物学概念建构中体现的科学思维

Table 1   Scientific thinking embod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in cell biology
概念

Concepts
构建过程

Construction process
科学思维

Scientific thinking

物质运输、细胞器

结构与功能、蛋白

质合成及修饰

归纳物质运输方式、膜转运蛋白需求、能量及转运物质等要点, 形成概念图; 梳理

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等细胞器的结构与功能对应关系; 蛋白质作为重要的生

命大分子, 从合成、修饰到分选过程复杂, 涉及多个章节内容, 概括蛋白质合成方式、

涉及因子、修饰类型及分选途径

归纳与概括

病毒与细胞在起源

与演化中的关系、

“RNA世界”假说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病毒的生命活动只能在细胞内实现, 由此推理病毒起源

于细胞; 双链稳定的DNA为遗传信息载体, 多样的蛋白质具催化功能, 单链RNA具遗

传信息和催化双功能, 由此推理在生命起源之初, 最早出现生物大分子为RNA

演绎与推理

生物膜结构、ATP
合酶结构、染色质

组装、细胞周期

制作流动镶嵌模型及脂筏模型, 理解生物膜结构与功能; 绘图或制作ATP合酶动画, 
构建其工作模型; 染色质组装中的多级螺旋及骨架–放射环模型, 从DNA到蛋白质经

过多级组装; 构建细胞周期模型, 展示细胞周期各阶段的调控机制

模型与建模

氧化磷酸化、光合

作用、干细胞、

细胞自噬

引导学生思考临床上使用ATP片剂辅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科学性; 组织学生思考

光合作用在地球生命演化中的作用; 提出问题体外受精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否可以用

作生物医学研究干细胞来源, 深化学生对干细胞的认识; 探讨细胞自噬在细胞生存和

死亡中的双重作用, 评估其在疾病治疗中的潜力

批判性思维

脂质体、信号转导 脂质体作为药物的运载体, 若在其表面添加某种特异性抗体可将药物送至特定的靶

细胞发挥作用; 探讨霍乱毒素和百日咳毒素如何改变GPCR信号通路引起疾病

创造性思维

蛋白质分选、细胞

骨架、细胞凋亡

归纳信号肽序列特征, 演绎囊泡运输路径, 构建COPⅡ组装数学模型, 设计内质网逃逸

蛋白回收系统; 归纳微丝、微管及中间丝组成成分、结构特征及生理功能, 演绎踏车

现象机制, 建模动态不稳定性曲线, 批判评估抗癌药物靶向性差异; 归纳细胞凋亡的

特征与途径, 比较不同凋亡机制的差异, 推理细胞凋亡对维持生物体内部环境稳定的

重要性

多种科学思维方法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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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题HIF-1α如何调控细胞对低氧环境的应答 , 建
立现象与科学问题的直接联系。(2) 假说演绎与概

念关联 : 激活学生已有概念泛素−蛋白酶体途径及

基因表达调控 , 提出解释性假说富氧环境下HIF-1α
被泛素化降解导致靶基因沉默及低氧环境下HIF-1α
稳定并与HIF-1β结合激活基因表达 , 并强调假说需

包含可验证的因果逻辑链 ; 在此过程中 , 教师通过

提问泛素化修饰如何影响蛋白质稳定性强化概念关

联, 明确信号转导及蛋白质动态调控的生物学意义。

(3) 证据评估与概念修正 : 教师引入RATCLIFFE团
队[10]与KAELIN团队[11]的实证研究, 常氧下HIF-1α的
Pro564羟基化介导泛素化降解 , 学生据此整合新证

据 , 修正原有假说 , 生成核心概念 , 氧浓度通过调控

HIF-1α羟基化与泛素化决定其稳定性及低氧响应基

因表达, 同时理解科学研究的迭代性。(4) 概念应用

与迁移 : 教师梳理氧信号转导机制的关键要素氧感

知、泛素化修饰及基因调控 , 指导学生将概念迁移

至临床分析如EPO药物治疗贫血的原理及其他氧依

赖性通路如肿瘤微环境中缺氧诱导VEGF表达的推

理, 实现概念的深化与应用拓展。

2.2.3   利用建模教学培养模型与建模能力      通过

模型构建与应用, 建模教学紧密围绕概念教学, 助力

学生直观理解生物学抽象概念 , 培养模型与建模能

力。在细胞生物学教学中 , 针对不同模型采用多样

化教学策略。对于流动镶嵌和脂筏这类物理模型 , 
教学直观且实践性强。课前 , 教师通过雨课堂等平

台推送教学PPT及动画 , 展示模型结构特点与动态

过程, 让学生初步了解并自主构建模型。课堂上, 抽
取小组展示并讲解模型 , 其他小组提问评价。随后 , 
教师总结强调模型体现的生物膜结构特点与功能联

系, 如流动性、物质运输、信息传递等, 深化学生对

细胞膜结构与功能相适应核心概念的理解。鉴于动

作电位产生和膜电位变化数学模型的复杂性 , 教学

活动以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探索相结合。课堂上 , 
教师通过 PPT或动画展示静息和动作电位产生过

程 , 引导学生思考离子跨膜移动与膜电位变化关系 , 
随后基于Hodgkin-Huxley方程简化模型 , 用Excel或
Origin绘制膜电位随时间变化曲线。课后, 学生自行

设定参数构建并运行模型 , 观察不同条件下的动作

电位变化, 讨论参数对膜电位的影响, 并深入探究静

息和动作电位产生机制 , 精准把握膜电位是细胞兴

奋性的基础 , 其产生和变化由离子跨膜运输决定的

关键概念。总之 , 通过模型制作前的概念导入、制

作过程和制作后的概念深化环节 , 建模教学培养学

生模型与建模能力 , 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深化细胞

生物学核心概念理解, 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2.2.4   通过概念思辨培养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      
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需以核心概念的深度理

图1   物质运输概念图

Fig.1   The concept map of material transport

脂溶性分子举例

举例

举例

举例

举例

类型

否

是 分类

分类

分类

分类
分类

分类

简单扩散
小的不带电荷的分子

是否需要膜转
运蛋白的参与被动运输 载体蛋白介导 红细胞通过GLUT吸收葡萄糖

协助扩散 水孔蛋白

离子通道

孔蛋白

通道蛋白介导 配体门控通道

电压门控通道

应力激活通道

激活
信号

类型

类型

生成ATP

水解ATP

转运小分子

转运离子

ABC超家族

直接提供能量

同向协同转运蛋白

反向协同转运蛋白
间接提供能量

主动运输

光驱动泵

小肠上皮细胞吸收葡萄糖

质膜上Na+-H+交换载体

F型质子泵

V型质子泵

P型泵

Na+-K+泵

H+泵

Ca2+泵

网格蛋白依赖

胞吞与胞吐作用

胞吞作用
吞噬作用

胞饮作用

胞吐作用
组成型

调节型

胞膜窖依赖

大型胞饮作用

非网格蛋白/胞膜窖依赖

物
质
运
输

方式



1680 · 教学研究 ·

解为前提。在概念教学中 , 教师应设计基于概念的

思辨活动, 引导学生从“概念记忆”转向“概念质疑−概
念修正−概念创新 ”, 从而提升高阶科学思维。以下

是两种具体实施方式。(1) 组织辩论会 : 教师精心

挑选细胞生物学中具争议性的问题 , 如细胞周期调

控、细胞凋亡及肿瘤干细胞等 , 学生在准备和参与

辩论过程中, 需要分析和论证各种观点和论据, 批判

审视他人观点, 并努力提出有力反驳。以“肿瘤干细

胞”辩论教学为例 , 教师先梳理“肿瘤干细胞(具自我

更新与耐药性的细胞亚群 )”、“癌变机制 (基因与微

环境互作 )”、“治疗靶点 (特异性清除防复发 )”三大

核心概念, 随后组织学生围绕“靶向肿瘤干细胞是否

为核心治疗策略”展开辩论。正方依据“干细胞驱动

肿瘤转移”概念, 结合移植实验与耐药性证据强调必

要性 ; 反方则通过“肿瘤异质性”和“微环境调控”概
念 , 论证单一靶向的局限性。最终学生突破概念边

界 , 提出 “联合靶向干细胞与免疫微环境 ”的创新策

略。(2) 布置开放性问题: 教师可以布置与细胞生物

学紧密相关的开放性问题 , 要求学生阅读相关文献

或书籍, 评估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并撰写小论文

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如在“细胞衰老”问题设计中, 
教师要求基于 “端粒酶调控 ”概念设计抗衰老方案

时 , 学生需先整合“端粒缩短”、“DNA损伤响应”等
机制的知识 , 继而批判评估致癌风险 , 最终提出“组
织特异性启动子”或“CRISPR可控表达系统”等创新

方案。此类教学实践通过概念解构与重组 , 促使学

生理解生物学概念的动态发展特性 , 同时实现批判

性与创造性思维的同步提升。

3   教学效果评价
3.1   建立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推动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基

础 , 是评价课程教学是否有效和教学目标是否达成

的关键环节 [12]。为全面评估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完

成 “细胞生物学 ”课程后科学思维能力的发展状况 , 
我们构建了一套较系统的教学评价体系。具体如下: 
(1) 评价目标, 聚焦学生概念掌握、分析综合、实践

应用、创新以及批判性思维的成长 , 全面深入评估

其在该课程中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情况; (2) 评价指

标 , 围绕基础概念、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创造

性思维四大维度, 构建核心框架, 确保评价体系全面

且针对性强 ; (3) 评价主体 , 包括学生自评、同伴互

评和教师评价 , 多元化评价主体保障评价结果全面

公平 ; (4) 评价方式 , 融合过程性、表现性及终结性

评价, 全面、准确地评估学生学习情况, 为教师的教

学和教育决策提供支持。总之 , 该体系以明确评价

目标为导向, 设定合理评价指标, 采用多元化评价主

体和多种评价方式 , 能够科学系统地评估通过细胞

生物学的学习 , 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专业知识掌握

与运用及科学思维能力发展水平 , 同时为教学实践

和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和指导。

3.2   教学实施效果分析

2023—2024学年第2学期 , 针对2021级生物科

学专业的学生实施不同教学方法 , 融合概念教学的

细胞生物学课程在1班(69人)实施, 2班(68人)仍采用

常规教学。对两班细胞生物学平时、期末及总评成

绩 (平时成绩占40%, 期末成绩占60%)进行统计 , 结
果如图2所示, 概念教学班级的总评成绩显著高于常

规教学班级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平时

成绩构成包括作业 (占40%)、测验 (占30 %)和期中

考试 (占30%), 在测验和期中考试两个维度上 , 概念

教学班级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班级 (P<0.05), 
而作业维度在两班间无显著差异 (P˃0.05)。进一步

对期末考试中的名词解释、问答和综合分析三类

题型的得分以及考试成绩及格、良好、优秀率进

行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两班问答题得分无显著差异

(P˃0.05), 但概念教学班级的名词解释和综合分析

题的得分率显著高于常规教学班级(P<0.05), 且概念

教学班级的及格率、良好率和优秀率均更高。综上

表明 , 实施概念教学对提升学生细胞生物学课程成

绩具有较显著效果 , 并且有助于增强学生对细胞生

物学概念的掌握以及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分析综合问

题的能力。

3.3   科学思维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掌握基于概念教学的细胞生物学课

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素养的效果, 向学生发放《生物

科学师范生科学思维能力现状调查问卷》, 问卷从

学生态度、科学思维方法与科学思维品质三个维度

编制, 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 每个问题有“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不确定、基本不符合、完全不符合 ”五
个评定层次 , 正向问题分别赋5、4、3、2、1分 , 反
向问题记分相反。学生选择最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

答案, 分值越高, 代表科学思维能力越强。对获得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2), 均值等同性 t检验显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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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平时、期末及总评平均成绩; B: 作业、测验及期中平均成绩; C: 期末三种题型平均得分率; D: 期末成绩及格、良好、优秀率。*P˂0.05; nsP˃0.05.
A: average score of ordinary, final and overall evaluation; B: homework, tests and midterm grade averages; C: the average scoring rate of the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in the final exam; D: pass, good, and excellent rates for the final exam. *P˂0.05; nsP˃0.05.

图2   常规教学和概念教学模式下学生细胞生物学成绩分析

Fig.2   Analysis of students’ cell biology performance under conventional teaching and conceptual teaching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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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规教学班级和概念教学班级学生科学思维各维度差异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of each dimension of scientific thinking between students 
in conventional teaching class and conceptual teaching class

科学
思维
Scientific thinking

班级
Class

均值±
标准差
 x
_
±s

均值等同性
t检验

Mean equivalence
t-test

科学
思维
Scientific 
thinking

班级
Class

均值±
标准差
x
_
±s

均值等同性
t检验

Mean equivalence
t-test

t Sig. t Sig.

方法 品质

归纳与概括 1班 4.13±0.50 2.826 0.005 深刻性 1班 3.45±0.68 2.293 0.023

2班 3.86±0.61 2班 3.19±0.64

演绎与推理 1班 3.85±0.60 2.333 0.021 灵活性 1班 3.42±0.82 2.197 0.030

2班 3.60±0.63 2班 3.13±0.75

模型与建模 1班 3.80±0.70 2.971 0.004 敏捷性 1班 3.53±0.67 2.384 0.019

2班 3.43±0.73 2班 3.24±0.74

批判性思维 1班 3.46±0.64 0.554 0.581 批判性 1班 3.46±0.64 0.554 0.581

2班 3.39±0.77 2班 3.39±0.77

创造性思维 1班 3.36±0.73 0.878 0.381 独创性 1班 3.40±0.70 0.705 0.482

2班 3.24±0.77 2班 3.31±0.79

学生态度 1班 3.68±0.68 0.041 0.967 整体 1班 3.58±0.35 2.988 0.003

2班 3.68±0.65 2班 3.39±0.39

Sig.: 显著性。

Si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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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与概括”、“演绎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深刻性”、
“灵活性”、“敏捷性”和整体方面下 t检验结果Sig.均
小于0.05, 表明采用不同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践后 , 
概念教学班级与常规教学班级在这些方面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 仅“学生态度”、“批判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批判性”、“独创性”维度未见显著性差异。

由此可见 , 依托概念教学的细胞生物学课程实现了

对生物科学师范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4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和教学实践表明, 

细胞生物学概念教学在高等师范教育中能够有效

地融合知识传授与科学思维培养。通过采用概念

图、科学史、建模教学和思辨式学习多样化的教

学策略 ,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生物学概念的理解 , 提
升了其掌握程度 , 而且促进了学生归纳与概括、演

绎与推理、模型与建模、批判性与创造性科学思

维能力的全面发展 ; 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效果分析 , 进一步证实了概念教学在提升学生细胞

生物学课程成绩和科学思维能力方面的显著效果。

由此可见 , 在高等师范院校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实施

概念教学 , 不仅能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和优秀科

学思维能力的生物科学师范生 , 而且为他们未来在

中学生物学教育岗位上有效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要

求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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