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3    2 卷 3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18 ·        教育发展研究

运用教育心理学提升高三生物复习的有效性

鄂芳

贵阳市第一中学  贵州  贵阳  550082

【摘要】高三是中学阶段学习任务最重的一年，高三生物复习肩负着提升和扩展学生各方面能力的重任。在教

学中教师只有通过有效的复习才能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网络，优化思维品质，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本文主要运用教育心理学从心理发展观、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方面提升学生的有效学习这个角度去探

讨高三生物学有效复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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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三生物复习教学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已经很系统很全面地给学生复习过的知识，部分学生依

然掌握不了平时练习和小测试中做过的题，在模拟考试

中如果出现还是有学生不会做。在时间紧、任务重的高

三，提高复习教学中的有效性是非常关键的，“教学”

是“教”与“学”组成的，所以教师不能只从“教”的

角度去思考，而应该也多考虑学生“学”的角度。这里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高三教学经验，主要从教育心理学

角度去讨论实现高三生物学复习的有效性。　　

1 从心理发展观的角度利用多元智能理论改进学
习方法  

教育心理学认为个体的心理是由多侧面、多要素构

成的系统。美国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教授认为人类的

智能至少可以分成八个范畴，即语言、逻辑、空间、肢

体运作、音乐、人际、内省和自然探索。每个学生在智

能上都有自己的偏好方式和特色，但多数学校较强调学

生在逻辑和语言两方面的发展，忽视了学生其它方面的

智能，所以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再采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进

行学习。学生只有清楚自己擅长的方面才能找到合适的

学习方式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在教学中可以这样做：对学生进行多元智能测试，

通过测试，一是让学生明白智能的范畴；二是让学生知

道每个人的智能水平不会完全相同；三是让学生了解自

己的智能在某一、两方面是突出的。根据测试结果展开

一些活动，例如：将智能水平较一致的学生分在一个组，

这样就可以得到几个智能水平差异较大的小组，让他们

进行一些问题的讨论，如种子萌发过程中有些什么变

化？在学生准备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不同小组

获取答案的方式不同，有的是通过查阅资料，有的是询

问老师，还有的则是亲自将种子种下后通过观察来得到

答案。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学生体会和学会要得到一个问

题的答案是可以有多种途径的，学习也是这样，选择哪

种方法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有效的。

利用多元智能理论我们还可以发掘资优学生，进而为他

们提供合适的发展机会，使他们茁壮成长；也可以扶助

有问题的学生，并采取对他们更合适的方法去学习。

2 从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角度对学生适当开展学
习竞争    

    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要进行长期的学习，学

习动机是绝对必要的，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证学好知识

的前提。而竞争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手段，适当

开展学习竞争，能够使学生发现自己的局限性和尚未显

示出来的潜力，减轻对艰苦高三学习生活的单调感。所

以在教学中可以开展竞争学习。例如，将全班同学分为

几个生物学习小组，每个组民主选举一个组长，竞争在

小组之间开展。要注意的就是竞争的有效性，首先要有

一定的竞争制度并认真执行，要善于总结和激励学生的

积极性和好胜性。好与差一定要区分，那样学生就会紧

张，就会关注自己；其次，分层鼓励，分层管理，对于

优生来说，要让他们形成你追我赶的现象，这个不难，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自觉的学生；对于中层生，以鼓励

为主，强调方法，讲究合作，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告诉

他们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对于学困生，要让他们形成

团队意识，一荣俱荣，一败全败，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

价值；再次，培养组长，让他们做好自己的同时，管好

同组的同学，帮扶弱势的同学，在竞争中也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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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结伴问题解决法”的学习策略提高学生
学习能力

帕里斯卡尔等人提出一种学习策略叫“结伴问题解

决法”，主要是通过学生向学生讲述解决某个问题的过

程，特别是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思维过程，其间同伴认真

地听，注意讲述者的思维过程，并向他提出一些问题，

使双方思维都更明晰。在讲述的过程中，学生还需要一

些用于思考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思维过程，这样又可以促

进学生思维技能的发展。在平常教学中教师讲授解决问

题方法时，通常是通过语言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大声地讲

出来，展示给学生，以便学生能够模仿教师所展示出来

的思维过程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常常我们

都没有把这个方面做好，一是因为生物的很多问题不难，

学生容易听懂老师所讲，但听懂并不等于掌握；二是因

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其方法并不是唯一的，教师与学生

之间存在着思维程度的差异，所以教师的思维过程不一

定适合所有学生。因此这种训练思维的模式存在局限性。

应用“结伴问题解决法”可以提高学习能力从而提升学

生学习的有效性。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之间轮流扮演教

师充当“讲述者”，每星期拿 1 ～ 2 节课的时间给 5 ～ 6

位同学讲讲题，并要求讲出选题的理由，如讲述者经常

会出错或是具有典型性等，也可以通过所学知识自编题。

教师可将学生讲的题收集，一段时间后，以小测验的方

式，发放给班上同学，试卷由讲题同学分别批改，并负

责给做错的同学订正，这样讲题同学会发现一些自己没

有考虑过的问题，出现错误的同学由于被发现错误，就

会避免错误再次发生，从而达到真正掌握知识的目的。

总之，要实现高三生物学复习的有效性就是要提升

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彻底改变高三课堂教学以教师讲学

生听的教学模式，尽量消除学生的依赖心理，充分调动

学生的自主发展能力；重视心理调整，增强竞争能力。

提升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方法远不止上述几种，应是形式

多样、不拘一格的，应是因材而异、因生而异的，有时

还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摸索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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