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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世界经过新冠的洗礼后，笔者发现我国青年研究
人才非常稀缺，我国也急需研究型特别是实验研究型人才。而
生物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前沿学科，也承担着培养生物学科实验研
究型人才的重任。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若仍停留在大学阶段培
养，那我国的这种现状将不会得到改善，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不怕早，就怕晚，而刚迈入初中的学生们，正是对生物学知识
充满未知、渴望的时候，这时的教师的主要责任除了传达生物
学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科学创新精神。

随着新课程改革,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被提上日程，其中就
包括科学性素养，要求学生要有科学精神，要实践创新。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就必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科学探
究,勤动手,多动脑,通过实践创新,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提
高学生生物实验创新能力，通过实验探究，解决学生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

笔者通过日常教学中与学生的交流，思维碰撞，也常常在努
力尝试着思考生物实验课应当如何创新。

1  不错过任何一个学生提出的疑问
不得不说,生物学科的确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刚上初中的

学生,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一知半解，每次上课，总会有学生
举手提出疑问。在一次《鱼》的课堂上，学生问：“老师，
为什么鸭子、天鹅它们也可以像鱼一样那么轻松的浮在水面上，
它们和鱼的结构完全不同，夏天我学游泳的时候，怎么努力都浮
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恰是一个契机，怎样才能高效地帮助学生解决这个问题？
2  查阅资料，问题重置
与其猜测，到处碰壁，不如查阅下相关资料，寻找实验探

究的方向。鸭是水禽的一种，是以水面为生活环境的禽类动物。鸭
子能悠闲自得地浮在水面上，这与鸭子特殊的身体特点有关。首
先，鸭子的脚有蹼，能像桨一样划水。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鸭子的尾部有可以分泌油脂的尾脂腺，能不断分泌出脂肪，鸭子
常会用头和喙去蹭这个部位，下水后，油脂起到与水隔离的作用，
阻止了水染湿羽毛，而且鸭子饱满的羽毛充满空气，于是这就浮
起来了。

找到原因后，笔者将问题重置，提出：“洗洁精对鸭子的浮水
有影响吗？”

3  实践探索，助学生寻求真相
若鸭子羽毛上的油脂是它能浮水的主要原因，那么一旦油脂

没了，鸭子可能就沉下去了，到底真相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以下是实验课堂实录。

实验探究主要过程
过程：提出问题；内容：洗洁精对鸭子的浮水有影响吗？学

生活动：根据所查阅的资料，引发对此问题的思考
过程：做出假设；内容：洗洁精对鸭子的浮水有影响；学生

活动：根据所查阅的资料，预测实验结果、
过程：设计实验；内容：1、准备两只体型、年龄、同性别的

鸭子，2、准备两个相同大小的透明的深盆，并做好标记A、B盆，
3、用大型量筒向A盆倒入适量清水，B盆用大量筒倒入等量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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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解决的是学生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面对学生的问题，老师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而是通过引导学生设计实验，通
过学生亲身实践，最后找到问题的答案。而在实践过程中，老师不直接参与实践活动，只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持，最后得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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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精水，4、将两只鸭子分别放入 A、B 盆；学生活动：小组
合作完成实验设计具体过程，并分析实验设计每一步，仔细思考
是否遵循实验设计原则：控制变量、对照实验等，实施实验能否
达到预期目标。

过程：完成实验，内容：根据实验设计完成实验，观察AB盆
鸭子的浮水情况，学生活动：小组合作完成该实验，边完成边观
察，并做好记录、

过程：得出结论，内容：A盆鸭子正常浮水，B盆鸭子在水面
摇摆不定，重心下沉，学生活动：小组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假设
成立，洗洁精对鸭子的浮水有影响、

过程：表达交流，内容：1、通过实验，你能说明为什么洗洁
精对鸭子的浮水有影响？学生活动：小组讨论，因为鸭子羽毛有
许多油脂，油与水不相融，故在清水中，鸭子能浮水。而当鸭子
进入含有高浓度洗洁精水中时，羽毛上的油脂就会被洗洁精溶解
变成小颗粒，使水渗透到羽毛内部，羽毛的防水性消失，沾水变
重，最后沉入水中，严重者在水中死亡，内容：2、如何保护水禽
的生活环境？日常生活中，不要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池
塘等水禽的生活栖息地，保护好水禽的生活环境，学生活动：日
常生活中，不要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池塘等水禽的生活
栖息地，保护好水禽的生活环境、

内容：3、实验结束后，你将如何处理鸭子？学生活动：将鸭
子放回学校附近食堂。

4  课例反思助教师成长
在设计本次课例时，源于学生的一个课后问题，引发了笔

者的思考，生物教学完全可以从日常教学的点点滴滴寻找教学素
材，既能解决学生的问题，还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实验探究的能力等。

课后，教师还可让学生完成调查问卷，或让学生撰写实验报
告等方式获得学生上课的教学反馈，根据教学反馈分析本次课例
的教学目标完成度，学生掌握知识的完成度，这种教学方式的选
择和运用是否恰当等等。通过学生的教学反馈，教师梳理并总结
成册。

5  创新实验设计的再认识
什么是创新实验设计？笔者认为创新的内容首先是课本中未

涉及的，并且对初中学生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实验迁徙能力和创新
能力，会进行简单的实验方案的设计，这就是针对初中学生的创
新实验的设计，不需要太复杂的理论，太繁琐的流程，但一定需
要学生能主动参与，并能参与其中即可。

本次课堂实录是笔者对创新实验设计课堂的初尝试，望在今
后的教育生涯中，不断总结经验，与学生发现更多的创新实验，为
国家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幼苗”做出小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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