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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一．教材分析 

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具有一种维持和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这就

是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系统自身所具备的自我调节能力是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保障机

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实质是一种适应能力，生态系统的结构是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

力的载体。本节课教材正好紧紧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同时也是对上一节学习内容的

深化和拓展，还是下节课的理论基础。 

二．学情分析 

 高二学生对生物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生理和心理水平发育的限制，

对于抽象的生物学概念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所以在教学中应给他们搭建一个良好的认

知台阶，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面向全体学生，力求提高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生对概

念的理解能力，使每位学生都融入到学习中来。 

三．教学策略和方法 

自主学习策略、小组合作学习策略、学生角色扮演策略。 

以资料阅读、问题讨论和角色扮演法为基本方法，努力营造师生互动的课堂氛围；

课堂组织形式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线，提问、讲解、活动、课件辅助等多种

形式相结合，引导学生进行阅读资料、合作交流、角色扮演等学习活动，并进行评价。              

四．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阐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举例说明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

定性。简述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措施。 

2．能力方面：设计并制作生态缸，观察其稳定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性，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

稳定性的影响。 

五．教学重点 

阐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六．教学难点 

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的概念。 

七．教学方法 

利用多媒体课件，引用一些直观的图片，指导学生分析实例，总结规律，得出结论，

运用实践的能力。同时应用讲述法、比较法、讨论法等，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一些实践

中的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比较、总结和应用的能力。 

八．课时安排：1课时 

九．教学课件：多媒体课件 

十．教学过程 

喊上课口号‘我行，一定行’鼓励激励学生。 

1、导入： 

同学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学习过一首古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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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蕴含了生物学知识：草原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经历了大火，这

个生态系统仍然复苏了。那么为了证明生态系统确实具有这样的稳定性科学家们做了很

多实验来证明它。其中很著名的一个是美国的科学家们做的实验。 

课件展示“生物圈 II号”实验资料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人工制作的生态系统都难以长期维持稳定，因此人类应当很

好地保护自己的唯一家园。那么现有的生物圈为什么能够自我长期维持稳定呢?应该怎

样保护呢？今天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2、 问题设置板书：理解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概念 

                      阐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比较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 

举例说明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比较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3 、指导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并完成上述五个问题。同桌间互相纠正。由其他同学对

展示同学的答案进行完善补充。 

4、由学生代表上述问题进行展讲，教师结合幻灯片进行补充指导，并引导大家对

该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教师进行鼓励。 

十一．核心内容如下 

概念： 

  我们把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叫做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 

①当河流受到轻微的污染时，能通过物理沉降、化学分解和微生物的分解，很快消

除污染，河流中的生物种类和数量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②在森林中，当害虫数量增加时，食虫鸟类由于食物丰富，数量也会增多，这样，

害虫种群的增长就会受到抑制。 

2、原因：自我调节能力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 

是同种生物的种群密度的调控，这是在有限空间内比较普遍存在的种群变化规律，

即种内斗争。 

第二，是异种生物种群之间的数量调控，多出现于植物与动物或动物与动物之间，

常有食物链关系。 

第三，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调控，即环境容纳量。 

生态系统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与周围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并且

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 

   3、基础：负反馈调节 

实例分析：①黄土高原由于植被被长期滥采滥伐造成水土流失 

②草原放牧过量造成植被啃食过量草场退化严重 

讲述：这说明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是以内部生物群落为核心的，有着一定的承载力，

因此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例如，有一个湖泊受到了过度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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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了自身调节能力范围，鱼类的数量就会大量死亡，鱼类死亡的尸体腐烂，又会进一

步加重污染，引起更多的鱼类的死亡。这就生态系统的正反馈调节。 

 与生物种类有关，与无机环境有关 

 总结：草原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少，营养结构简单，食物链单一，一种生物的死

亡就会影响下一个营养级生物的生存，而森林生态系统食物网复杂，一种生物的死亡可

以有同一营养级的其它生物代替，这样就不会影响下一个营养级生物的生存，因而稳定

性就强。同时环境越好这种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强。 

（一）抵抗力稳定性：抵抗干扰、保持原状 

实例分析：①当河流受到轻微的污染时 

②在森林中，当害虫数量增加时 

教师总结：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成分越单纯，营养结构越简单，自动调节能力就

越小，抵抗力稳定性就越低；反之，生态系统各个营养的生物种类越繁多，营养结构越

复杂，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大，抵抗力稳定性就越高。所以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的大小

有一定限度。 

思考比较北极苔原生态系统与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恢复力稳定性的不同 

１、各营养级的生物个体小，数量多，繁殖快。 

２、生物种类较少，物种扩张受到的制约小。 

总结：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成分越单纯，营养结构越简单，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小，

恢复力稳定性就越高；反之，生态系统各个营养的生物种类越繁多，营养结构越复杂，

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大，恢复力稳定性就越低。 

（三）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的关系 

对一个生态系统来说，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存在相反关系。（利用曲线图

说明） 

 

 

 

 

 

 

 

(a为抵抗力稳定性，b为恢复力稳定性) 

①生态系统在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后，其恢复速度与恢复时间是不一样的。②一般

情况下，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少，营养结构简单，如果遭到破坏，比较容易恢复。③但

是，还要考虑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条件。如，当受到一定强度的破坏后，热带雨林由于

所处的环境高温多雨，气候适宜，故能够较快地恢复；但极地苔原由于寒冷，天气恶劣

而须较长时间才能恢复。说明热带雨林的恢复力稳定性比后者高。 

看来，比较恢复力稳定性时，除了考虑营养结构的复杂程度外，营养结构简单，遭

到破坏后比较容易恢复，还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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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课堂巩固： 

我们这节课学习了哪些知识，再现核心内容。1、比较热带雨林和人工林抵抗力稳

定性的高低？ 

2、比较同等强度干扰下，草原生态系统和沙漠生态系统恢复力稳定性的高低？ 

十三．检查评价 

1.在草原上人工种草，为了防止鸟把草籽吃掉，用网把试验区罩上，后来发现，草

的叶子几乎被虫吃光，而没有加网罩的草地反而长的较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A、植被破坏  B、 环境污染    C、 食物链被破坏      D、 缺水干旱 

2.生态系统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主要是（   ） 

A 相对稳定的物质循环  B 缺少干旱 C 自动调节能力  D 食物链被破坏  

十四．课后作业：如果你是环保局长，你将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总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不仅学习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锻炼了自己的能

力，很多事情不是会了才去做而是做了才能会，希望大家以后继续挑战自己。此刻我想

起了一句歌词：让我们为自己喝彩 

教学反思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必修三《稳态与环境》（以下简称新教材）

与旧教材相比，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节中教材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旧教材中指

出“对于一个生态系统来说，抵抗力稳定性与恢复力稳定性之间往往存在着相反的关

系”，而新教材教师用书中却明确说明“这一看法并不完全合理”，影响一个生态系统

的恢复力稳定性的因素是多样的，如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条件。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避免受以往知识的影响。在讲授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时，要注意阐明以下几个

要点：1.生态系统在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后，其恢复速度与恢复时间是不一样的；2.一

般情况下，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少，营养结构简单，如果遭到破坏，比较容易恢复；3.

恢复容易与否还与生态系统所处的环境条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