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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源　陈安群　刘银占*(通讯作者)

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为了落实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科学思维水平，在教学中应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归纳与概括法有

助于学生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高效掌握和理解生物学规律，提高学习效率;强化记忆，夯实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自主

学习的能力。因此，本文从归纳与概括方法的内涵、学生运用该方法的不足、提高学生归纳与概括能力等几个方面探讨了

归纳与概括方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以期为高中生物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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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ff ective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in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core literacy of biology and 
improve students’ scientifi c thinking level.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methods help students form a systematic knowledge system, 
effi  ciently grasp and understand biological laws, and improve learning effi  ciency; Strengthen memory and solidify learning;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ability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methods in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 h as the connotation of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methods, the 
shortcomings of students in using this metho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du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abil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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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对高中生物必修二《染色体数目变异》这一课时进

行教学设计时，发现该课时采用归纳与概括的方法进行教

学，教学效果会更好。比如在讲解多倍体概念时，可以先

向学生讲解二倍体、三倍体的概念，进而在此基础上让学

生尝试归纳总结多倍体的概念;在讲解多倍体的形成过程

中，可以首先讲解三倍体的形成过程，通过新旧知识的串

联，四倍体的形成过程很容易被学生归纳概括;单倍体概念

的引入是本课时的一个重难点，运用归纳与概括方法可以

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让学生通过二倍体、多倍体的概

念来反推概括出单倍体。

归纳与概括属于科学思维中的一个方法，教师应有效利

用该方法提高教学，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归纳与概括法

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真正做

到让学生参与课堂、融入课堂。

1　归纳与概括概念

科学思维是指“尊重事实和依据，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知

识，掌握和运用科学思维的方法去理解事物、解决问题”

。在新课程标准中科学思维涵盖了五种科学思维方法：归

纳与概括、建模与建模、演绎与推理、创造性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1]。

其中归纳与概括是在观察已获得的生物学事实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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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总结提炼每个事实所体现的生物学知识要点，再按照一定

的标准进行归类，将相关联的知识点总结出来、舍弃掉不相

关的知识点，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最后通过阐述总结

得出适用于该类事实的重要概念或一般结论[2]。

2　学生在进行归纳与概括时的不足

归纳与概括能够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体，达到学思结合，但学生运用此方法时常常会暴露

出一些问题。比如教师采用“让学生从涵盖细胞衰老特征的

图片中归纳细胞衰老特点”的方式讲解高中生物必修一细胞

的衰老这一知识点，但学生往往无法抓住图片之间的共性，

不能准确找出其特点。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在高中

生物的学习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活细胞产生的具有催化作

用的有机物，绝大多数酶是蛋白质，少数酶是RNA。在讲解

时，教师可以首先通过一些文字资料、科学史等方式来引入

这一知识点，再让学生从资料中归纳概括酶的概念，但学生

在概括时难以把握重点，比如忽略“酶是活细胞产生”的这

一前提。

因此学生需要继续从以下几方面来提高自己归纳与概括

的能力：①理解生物学图像的整体含义；②把提取的信息与

之前所学知识点相结合；③把已提取分类的信息根据相关程

度进行综合；④修正和润色最初的结论，再概括出最终的一

般性结论[2]。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从这四个

方面重点关注学生的归纳与概括能力，还要考虑如何采用归

纳与概括法对学生进行最佳设问。

3　培养学生归纳与概括能力的意义

3.1　使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化，提高学习效率

归纳与概括法是在理清生物学事实或现象的前提下，对

提取的关键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最后

得出该类事实的重要概念或一般结论。学生利用归纳与概括

的方法，能够自主梳理知识之间的脉络，有效地将各个模

块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建立生物大概念，让知识体系更加

系统，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在学完ATP这一章节，学生会对

ATP、DNA、RNA的一些概念产生混淆，这时我们可以让学生

归纳概括三者之间的异同点，找出彼此间的共性与差异。学

生通过归纳与概括，可以得出ATP、DNA、RNA的元素种类相

同并且都含有“A”，但“A”的含义却不相同等，从而轻松

理清知识脉络，搭建起模块之间的联系，提高学习效率，提

升学习效果。

3.2　强化记忆，夯实基础

高中生物学知识点琐碎复杂，比较难记忆和理解，学生

需要具有较强的分析、整合信息的能力。归纳与概括法更加

直观、系统地呈现知识，有效帮助学生深层次理解所学概

念、整合串联知识点、了解知识点之间的结构和层次，从而

让学生融会贯通、把知识点记得更牢固[3]。与细胞呼吸的相

关内容琐碎复杂，是学生学习中的一大难点。教师可以让学

生总结与归纳判断细胞呼吸类型的依据------根据反应物与

产物、根据场所等，使学生有效辨别与记忆有氧呼吸与无氧

呼吸。

3.3　增强主动学习意识，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师运用归纳与概括的方法有助于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为

主动学习，积极参与课堂、融入课堂，成为课堂的主人，做

到自主学习[3]。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特点，突显

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学生学习态度，真正达成“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学生只有做到自主学习，

内心具有学习欲望，才能真正深度学习、探索知识，有效发

展核心素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提高学生归纳与概括能力的方法

4.1　建构生物概念，增强学生归纳与概括的能力

建构生物概念是有效建立学生生命观念、提升科学思

维的关键，教师在生物教学中应重点关注这一方式。该方

法有助于学生串联知识内在逻辑、理清知识脉络、形成概

念体系，把具体的知识上升为抽象概括的知识[4]。归纳与

概括方法有助于学生主动学习、理解建构生物学概念，并

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例如

细胞膜的基本结构是磷脂双分子层，构成细胞膜的基本支

架。在讲解细胞膜的结构时，教师通常采用展示磷脂双分

子层的物理模型与播放视频等方式，让学生通过具体的物

理模型等实例思考概括细胞膜结构的特点，化具体为抽

象，进行概念的建构。

4.2　根据具体内容，针对性地进行教学策略

教师通常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归纳概括图像类

信息与文字材料。了解图像坐标代表的含义是归纳概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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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类信息的前提[5]。以归纳概括有丝分裂DNA分子数量变化

曲线图的相关信息为例，该曲线图横坐标代表有丝分裂的

不同阶段，纵坐标代表DNA分子的相对数量，故可轻松得

出该曲线图表达的含义，这为之后归纳概括信息奠定了良

好基础。

在归纳与概括生物学文字材料时，要着重关注学生找出

信息间的联系并进行概括得出结论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

提取、分析处理信息的基本能力，才能在归纳与概括文字

材料时得心应手，因此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

力。在教学中，如果教师想要加深学生对主动运输、被动

运输概念的理解，就让学生归纳概括出二者知识的异同，

找出信息间的联系。浓度梯度、是否耗能、物质种类是两

类运输方式的主要差异，找到这些差异，学生就可以通过

绘制概念图等方式，轻松掌握主动运输、被动运输学习要

点，提升学习效果。

在形成概念前和形成概念后，归纳与概括的表现特征并

不相同。如果还没有形成概念，教师应引导学生多加观察

和比较各种信息和事实，在 分析观察生物学事实或现象的

基础上应用归纳与概括法，层层深入形成生物概念或 上升

到生物大概念，形成知识脉络。如果已形成一定概念，需

要再联系事物之间共性并结合已有概念，形成基本结论 [2]。

假如已经得出一定结论，还需要通过大量实例，对其完善

修正，使最终的结论更具普遍 适用性。

4.3　采用循序渐进的原则

学习新知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故将“归纳与概括”

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时，也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学生总结得出生物学概念或结论，首先要仔细观察已有的

生物学事实，总结提炼每个事实对应的知识点，再进行比

较、归类，这是一个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过程。辨别有

丝分裂、减数分裂各个时期的分裂图像是高中生物学习的

一大重难点，故在讲解该部分内容时应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教师应带领学生逐一分析各个分裂图像，让学生掌握

分析图像的方法。再让学生比较归纳各个分裂图像之间异

同，概括出辨别方法。

5　小结

归纳与概括法在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有效提升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学生在进行归纳与概括时，

经常出现一些不足，这也需要教师重点关注。相较于传统

教学，归纳与概括的方法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使

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教师

在课堂中可以多加尝试运用归纳与概括的方法，选用合适

的策略进行教学，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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