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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中等职业学校生化教学过程中不同情感运用研究
赵　玲　冯汉青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随着新课改进程在中职生物教学中的不断推进，该学

科的教学目标也在随之丰富，在课堂教学环节渗透情感元素成为

主流趋势，让中职生在生物知识学习的同时获得情感体验。生物

学科蕴含的情感元素是丰富的，教师通过深入挖掘教材内容，并

采用新型、有效的渗透策略，一方面能够让学生从情感层面理解

并记忆所学知识，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增强

他们的思想品质，培育他们的生物学科素养。本文针对中职生物

教学中的情感教育展开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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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教师所追求的教学目标不单单

是让学生掌握课本所学的生物知识，而要真正将情感教育内容融

入整个教学体系中，在各个教学环节进行渗透。对于情感教学而言，

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能够提升他们的课堂

听课效率，而且还使其深刻认识到知识所蕴含的思想教育成分，

是其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从生活案例中挖掘情感因素，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

中职生物教师在课堂上渗透情感教学的过程中，可以从生活

案例中挖掘情感教育的因素，以增强学生情感体验为出发点，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生物学习热情。对于中职生而言，他们的生物知

识基础比较薄弱。教师如果仅依据课本理论知识展开讲解，一方

面不利于他们透彻地理解知识，另一方面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

情感体验也比较匮乏。再加上，职业院校学生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比较紧密，他们对于生活实例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

采用生活案例教学法是非常有益的，在达到情感教育效果的同时，

还有助于强化他们职业的认知。

例如，在学习《环境污染问题》这一内容时，我们不妨可以

在课前环节，让学生展示预习过程中网络搜集的相关资料，从生

活中提炼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进而对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发生的

原因和对策合作讨论。由于学生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他们在

课堂上的表现都非常积极，主动参与这节课的讨论话题中。之后，

教师对学生所做的生活调查内容进行分析和讲解，让学生在掌握

本节课所学重难点知识的同时，强化他们的环保理念，使其在生

活中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立足于教材所学内容，强化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

教材是学生学习生物的第一首资料，其丰富的学科知识中也

蕴含着重要的情感教育内容。中职生物教师应立足于教材所学内

容，深入挖掘其中的情感因素，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培养他们

参与情感教学的积极性。在具体课堂组织活动中，我们可以为学

生呈现教材所蕴含的科学美，结合情感教学的目标，激发学生对

科学知识的探究热情，使其在生活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心态，

不仅有助于完善他们的生物知识体系，而且还培养了他们的科学

探究精神。

例如，在学习《显微镜的使用方法》这一内容时，教材中有

这样一个概念：细胞是构成生物结构和功能的最基本单位，我们

可以从此概念出发，借助显微镜这一仪器，使其深入了解微观生物。

在这一环节，教师首先为学生介绍显微镜的结构组成部分；其次，

让学生自主猜测显微镜的主要功能和作用，以此来激发他们的探

究兴趣；再次，教师再借助多媒体演示显微镜的类型、内部结构

以及主要用途等，让学生对显微镜有一个详细的认识；最后，组

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实际操作显微镜的用法，掌握显微镜的储存

方法以及使用注意事项。通过这一过程，让学生理解科学统筹、

循序渐进的理念，培养他们严谨的学习精神，使其对生物这门学

科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三、实现教学形式的变革，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对于情感教育而言，教师应结合教学改革背景和时代发展要

求，对生物教学内容和教学呈现方式进行变革，如果仅采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既不利于学生生物学习兴趣的激发，还会影响他们

的心情，难以达到情感教学的目的。从而情感教育角度出发，我

们应加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强化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互动，

并采用科学有、有效的教学策略，充分发挥生物学科的魅力，增

加学生的生物学习动力。

例如，在学习《酶的特性》这一内容时，传统教学过程是让

学生对唾液淀粉酶进行实验，但是这个实验比较简单，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容易产生懈怠心理。为此，我们可以对这一教学过程

进行改进，增添一些互动性和趣味性元素，是学生获得实验的成

就感。除了对教学过程进行改进之外，对于教学评价也应进行多

元化考量，多给学生一些鼓励和赞扬，让他们树立生物学习的自

信心，使其在各个学科的学习过程中保持阳光、乐观的心态，这

样能够达到情感教育的目的。

四、结语

总之，生物学科蕴含着诸多情感教育的成分，中职生物教师

通过从生活案例中挖掘情感因素，增强学生的课堂体验；立足于

教材所学内容，强化对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实现教学形式的变革，

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如此一来，对于学生整体化学习态度的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符合了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有效推

动中职生物学科教学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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