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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化改革，为有效提升课堂效率，如今很多教师都意识到课堂导入的重要性，将课堂导入作为教学的重要

环节。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很多研究是从方法论及教学论来探究课堂导入的概念和方式的，极少数会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

对课堂导入进行探究。基于此本文以高职生物课程为例，尝试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分析生物教学开展课堂导入的作用、理论

依据以及导入类型，希望可通过优质的课堂导入有效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提高学习质量，确保课堂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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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课堂导入”在教育界并未有确切定义，简言之即为
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用以快速稳定学生情绪而形成的一种教
学手段。不同研究者以就近定义将其归纳为创造性教学活动、
教学技能等，也可认为是教学进入新阶段、新模块、新段落前
的一个起始过渡，目的是要充分引发学生的关注和兴趣，继而
让他们形成学习动机，确定学习方向，构建知识关联性等。以
上种种对“课堂导入”的解释均存在视角上的差异性，然而不
置可否的是课堂导入必然是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之一，同时一
堂课导入的效果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整堂课的教学效果。

从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角度分析，人的高级心
理过程通常是一种认知事物和知识的过程，比如人对事物和知
识的关注、感觉、表象、记忆、思维以及语言表达等，这是一
个知识建构的过程 [1]。而建构主义知识理论同样是认知心理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主义的观点就是“认知不因其主体，
也不因其客体，它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站在认知心理学的视角，本文偏向于将“课堂导入”归纳
为是一种教学环节；而从种类差别上来看“课堂导入”具备“帮
助认知”这一功能，更为突出在新旧知识之间构建关联性。综
上所述，笔者认为“课堂导入”的概念应为在课程教学开始之
前，通过课本新知识与学生自我认知之间构建关系的一个教学
环节。

1、认知心理学视角下应用课堂导入的主要作用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育改革进程不断深化，新课改要求
教师转变传统教学观念，重视以生为本，积极引导学生开展自
主、合作以及探究式的学习，主动构建知识结构。所以，课堂
导入阶段的作用不可小觑，教师应充分抓住这一环节引发学生
对教学的关注力和吸引力，促使其形成自觉学习表象，帮助学
生加深记忆、开动思维。而这一作用是否能够有效发挥出来，
还取决于课堂导入的准确定位和设计。站在认知心理学视角分
析，就是将课本中的核心知识与学生自我认知中的某个阶段或
是局部认知建立起来联系，从而让新知识可通过某种设定形式
被学生所接纳并融合到自我知识体系当中。

2、认知心理学视角下课堂导入的理论分析

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中从“联系”这一主要作用为出发点，
课堂导入的理论性依据应该是皮亚杰建构知识主义中的同化和
顺应观点，同时与美国的另一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所提倡的“有
意义学习”与“先行组织者”理论一致。

所谓“有意义学习”指的是新知识与学习对象已有知识所
构建的实质性和非人为性关系，与机械性学习是相对论的；“先
行组织者”指的是学习对象在面临新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假如
原来自我认知中缺少将新知识同化的上位观念，或是原观念不
足以清晰成立，则需重新构建一个在新知识学习之前展现出来

的引申性信息 [2]。这一信息可能会是一个概念定律，或是一段
表述清楚的文字和图表，总之是能让学习者通俗易懂明白或是
直观性的具体模型，与此同时还在概括及包容水平上要高于将
要学习的知识内容，继而能为新旧知识搭建一个相互联系的枢
纽。

将“有意义学习”理论构建在学习对象的原有认知当中，
建立与新知识关联的认知结构，在此情况下学习对象的认知发
展行为则是一个知识同化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将新旧知识进行
类比，继而认清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而“先行组织者”则是学
习对象在自我原来知识结构中并非能有与新知识进行关联的知
识内容，在此情况下学习对象的认知发展行为则是一个知识顺
应的过程，也就是将原有的旧知识概念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融
合新的知识内容 [3]。

通过以上理论性分析，我们可将课堂导入明确划分为两种
类型，即为同化性课堂导入以及顺应性课堂导入，而从课堂导
入的来源性进行分析，则又可将这两种课堂导入类型划分为多
个小的子类型。

3、基于问题探究的生物课堂导入类型分析

在此以高职生物课本教材举例来讲，教师可在每堂课前以
问题探究作为教学的开端，并通过多媒体图片、问题情境或是
讨论案例引申出来，这些问题可以来源于生活实际、自然科学
实验、历史或典故等，教师要重视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经验相互
关联，继而创设贴切的问题情境，帮助学生进行知识体系的进
一步构建。通过借鉴“有意义学习”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相
关理论，教师在表达意图时要尽可能从生活经验着手，力求创
设出能够充分吸引学生的问题情境或是知识悬念，继而有效激
发学生对生物学习的兴致，驱动学生将大脑中原有旧知识与新
知识产生关联，实现知识结构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更为
深入掌握所学知识内容。

目前，高职生物课教材《普通生物学》为第二版高职高专
生物类课程创新型系列教材，该本教材以生命基本结构及生活
活动基本规律为主线，详细介绍了细胞和生物类群、生命起源、
生物技术、生殖与发育、遗传与发育、生命与环境等诸多内容 [4]。
为方便教学所需，该教材在每个章节都设有“学习目标”栏目，
这也为教师进行明确的课堂导入指明了方向，其直接理论则为
认知心理学当中的“有意义学习”及“建构主义理论”，而其
作用就是要在生物教材的新知识与高职生原来认知结构之间构
建起联系。

基于此，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分析，高职生物教材的课堂导
入类型首先应是以教材教学目标为主的主导型问题情境；其次
可将其划分为同化性课堂导入及顺应性课堂导入；最后可分属
于从实际生活、自然科学实验以及历史类型的课堂导入。

4、同化性课堂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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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来源实际生活的同化性课堂导入
如教材第六章的“生命与环境”问题探究式的课堂导入，

其问题情境可来源于部分的水中生物，新知识结构重点为群落
的物种构成、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结构。通常，高职生自
我认知结构当中必然已存在一些同化新知识的认知理解。教师
在导入此类问题情境时只需要将二者相互联系起来，则能准确
为新知识的同化做好铺垫基础。比如水中生物包括了水生植物
和水生动物两大类，而水生动物又可划分为很多种类，如鱼类
和贝类，或是说食草类与食肉类等等。

4.2  来源科学历史的同化性课堂导入
如教材第三章“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中问题探究的课堂

导入，教师可将上世纪六十年代荷兰生物学家发现的蜜蜂找到
蜜源之后通过跳舞和摆尾的特殊方式告诉同伴蜜源的位置这一
有趣的问题导入，此处的新知识结构主要指的是生态系统中的
信息种类和作用的应用 [5]。高职生自我认知结构当中已存在类
似同化的知识结构，因此也就可归入此一类。

4.3  来源科学实验的同化性课堂导入
如教材第二章“细胞”中问题探究的课堂导入，教师以光

学显微镜观察细胞有丝分裂这项科学实验为依托，新知识结构
主要是让学生发现并观察细胞的多样性及统一性特征。高职生
学习力初中生物，在自我认知结构当中已存在类似同化的知识
结构，因此也就可归入此一类。

5、顺应性课堂导入

5.1  来源实际生活的顺应性课堂导入
还是以上述的第二章“细胞”问题探究的课堂导入举例，

教师可联系学生实际生活提出哪些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此处
新知识结构的核心讨论点为蛋白质在生命运动中的作用。通常
高职生自我认知结构当中并不存在或是有着极为简单含糊的同
化知识，他们需要对自我原有知识结构进行调节之后才能通过
大脑接受到这一新知识内容。此种类型的课堂导入对教师的教

学设计要求会更高一些，教师要成为一名知识的“先行组织者”，
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的兴趣点、让学生展开充分思考。

5.2  来源历史典故的顺应性课堂导入
如教材第五章“遗传与变异”问题探究的课堂导入，教师

可巧用一些学生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民俗谚语等，通过“有
收无收在于水、多少少收在于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类句子作为新知识结构的铺垫，让学生将生物知识和人的生
活生产关联到一起。尽管高职生对遗传或许有一个大概性认知，
但所形成的认知结构非常表面化，难以与生命遗传与变异这一
新知识结构关联起来，因此要归纳为顺应性课堂导入。

5.3  来源科学实验的顺应性课堂导入
依旧以上述的第二章“细胞”问题探究的课堂导入举例，

教师设定问题情境以渗透现象作为科学实验，新知识结构的核
心在于物质跨膜运输实例，此处不管是生物实验还是新知识点，
均是高职生原来认知结构中不存在的一部分，因此要归纳为顺
应性课堂导入这一类。

6、总结

认知心理学的内涵博大精深，笔者在此围绕高职生物教
学的课堂导入提出以上一些肤浅观点，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
玉之作用，与更多教育同仁商榷共勉，希望可充分发挥课堂
导入的教学优势，提高生物课堂的教学效率。美国认知教育
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指出“新知识只有与人的现有知识体系
中的相关概念结合起来，才能让学习者被领悟和掌握，假如
他们之间产生冲突或是并无关联，那么新知识也就无法被学
习者所接受和吸纳。”鉴于此，教师更应做到教学的因材施教、
因人而异，重视前后知识、已知与未知知识的关联性，合理
提出探究性问题，高效设计课堂导入环节，真正让课堂导入
成为一堂课的美好开端，实现课堂的先声夺人效果，最大化
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帮助学生打开思维的大门进入到最理
想的学习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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