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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生物教学有效课堂生成之策略 
◆顾  军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  214031）  

  
摘要：结合高中生物学科特点和教学实践案例，从用趣味语言、设置问

题情境、形成认知冲突讨论争议、探究实践等方面构建有效课堂，促进

教学高效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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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性课程，它把课程看作是教学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与环
境的交互作用，特别是通过与教师、同伴的交往互动逐渐生成和
建构起来的某种东西。正如叶澜指出：“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
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图景，而不是
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线路而没有激情的行程。”这个论述告诉我
们：课堂上学生学习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思维碰撞，
心灵碰撞，情感交融”的动态发展过程。笔者结合高中生物学科
特点和教学实践案例，谈谈怎样创设一个有效互动的生物课堂，
促进教学的有效生成。 

一、用趣味语言激发生成 
“语言对话”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整个人格的互动，追求师生

之间视野的融合、理性的碰撞和情感的交流，是各自向对方的“精
神敞开”和“彼此接纳”的过程。 

【案例】《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一节，教学内容
要求学生掌握几大细胞器的名称、结构和功能，内容抽象，记忆
琐碎枯燥。教学中我们学科组老师将几种细胞器自编原创成趣味
谜语，让学生猜测它们各是哪种细胞器？学生在趣味语言情景中
掌握细胞器的名称和相关功能。例如：“身披两层膜，内膜面积
阔；分解有机物，产能特别多”（线粒体）；“由膜围成网，面积
它最广；还有附着体，有粗也有光”（内质网）；“由膜构成囊，
层层堆叠放；周围有小泡，物质运输忙”（高尔基体）；“两组小
短棒，相互垂直放；动物细胞有，植物看情况”（中心体）。 

在生物课堂教学中，以生动直观的语言情景作为启发的切入
点和引发点，通过引导、点拨等方式，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领悟、
延伸和深入。 

二、设置问题情境演绎生成 
在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制造、优化与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面或氛围来创设情景教学，使知
识在其中得以存在和应用，它能够激发和推动学习者的认知活
动、实践活动和情感活动。教学中教师不经意的一个追问、创设
一个情境、演示一个实验，沉着稳定、精彩演绎，提升师生在课
堂教学的生命质量。 

【案例】《植物生长素的发现》一节教学中发现：教材是以
科学探索的过程为脉络安排教学内容的。于是在教学中设计以科
学发现中折射出的科学研究的严谨与科学的魅力为主线，激发学
生的探究欲望，体会科学方法。图片展示达尔文的向光性实验时，
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分别遮盖胚芽鞘顶端和它的下面一段？胚芽
鞘弯曲生长的是哪一部分？感受单侧光刺激的又是哪一部分？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本实验得出什么结论？……整堂课通过教
师的精心预设，同学们和达尔文一起思考，与詹森、拜尔同感“刺
激”，随温特揭示生长素的奥秘。通过提出问题、设计实验、得
出结论、引出推论、再验证推论的教学预设，让学生领会科学研
究的一般过程。 

在生物教学中，生成式教学就是指在师生交互的教学活动
中，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心理需求，以即时出现有价值、有创见
的问题为契机，善于调整或改变预先的教学设计，挖掘学生潜能，
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充分展现个性，从而达成教学目标，获得成
功的教学活动。 

三、在讨论争议中思辨生成 
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讨论争辩”的情境，让学生在争辩的

过程中，认识得到深化，探索精神和竞争意识得到激发，敢于创
新的人格品质得到培养。在课堂教学中，立足于多看、多想、多

说，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通过独立思考、合作
交流，体验学习的精彩。 

【案例】《种群数量的变化——尝试建构种群增长的数学模
型》一节教学，数学模型是联系实际问题与数学的桥梁，具有解
释、判断、预测等重要功能。教学中通过分析问题、探究数学规
律、解决实际问题、建构数学模型的方法，让学生体验由具体到
抽象的思维转化过程。在理想状态下，由一个细菌开始繁殖，种
群数量呈指数形式递增，公式表示为 Nt=2n,在学生明确数学模型
构建的程序的基础上，让学生对 Nt=2n 公式进行修正，提出以下
问题：在细菌实际的种群中，起点数量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时的
公式如何？细菌的增长率为 100%时，公式又是如何？其他种群
的增长率不是 100%，而是β时（β表示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公式又是如何？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分别得出：Nt=2n→Nt=N02n
→Nt=N0(1+100%)n→Nt=N0(1+β)n。围绕 Nt=N0(1+β)n 这一公
式，学生热烈讨论β值不变时，种群的数量以一定的倍数增长，
第二年是第一年的λ=1+β倍， t 年后该种群数量的公式模型就
可以表示为 Nt=N0λt。转换思维角度，通过讨论质疑，以全新
思路尝试建构种群增长的数学模型，解决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
题。 

在学习进程中，随着思考探索的深入，旧疑问对于新疑问来
说，是“学问起头”；新疑问对于旧疑问来说，当然便为“落脚”。
这就是学习“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的具体表现。 

四、在探究实践中反思生成 
生物新课标重要的理念之一，是倡导探究性学习。教学中，

教师应该让学生亲历思考和探究的过程，领悟科学探究的方法。
培养“探究”的“问题情境”，首先必须是问题要有典型，要有
思想，其次是问题的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要符合“最近
发展区”的理论。学生由问题引起认知冲突，思维碰撞，从而广
泛地展开师生交流，在探究中培养创新能力。 

【案例】教师在《细胞呼吸——ATP 的主要来源》这节教学
中，有一个关于酵母菌呼吸方式的探究实验。如何保证酵母菌只
进行有氧呼吸呢？书本上的答案仅一句话：持续通入空气。如何
做到持续通氧？教师鼓励学生：任何实验设计方案都可以拿出来
实践，你们可以大胆自由地去想。学生渐渐有了不同的思路，反
思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实验。 

方案一：利用刚学过的生物学知识，H2O2 酶可以催化 H2O2

分解，产生 O2，通入酵母菌和葡萄糖的混合溶液中。 
方案二：利用化学学科知识，设置 H2O2 在 MnO2 催化下分解

产生 O2 的启普发生装置，让产生的 O2 通入酵母菌和葡萄糖的混
合溶液中。 

方案三：到花鸟市场购买一个增氧泵，利用它来持续通入空
气。 

这个探究实验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学生能够比较
熟练地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探究实验中遇到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精心铺设台阶，把学生引入到“设疑——自
主合作探究——反思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学习过程中去，
让他们自己动脑、动手，以发现者的姿态进入角色活动，学生的
经验与体验进入了课程，课程的意义就真正体现出来。 

结语：课程实施视野中的教学，是“两代人”以信息为背景，
以语言为中介的一种沟通，教师与学生各自凭借自己的经验，在
教学过程中通过心灵的对接、意见的交换、思想的碰撞、合作的
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与个性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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