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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所创造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技术和信息来实现
的，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早已不再是机械的劳动
也不是纯粹的资本，而是信息、知识以及由此转化而成的各类
科学技术成果。同时，信息获取也是利用信息和有效学习的第
一步，只有掌握足够的关键信息，才能做好信息的分析、加工
和利用。信息获取能力，特别是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将会是
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拥有的能力，一个人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
间，重视信息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1  生物教学中培养信息获取能力的可行性
首先，从大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

中都具有可塑性，这就意味着，不论在学习能力最强的少年期
还是在身体机能逐渐退化的中老年期，只要通过科学的、针对
性的、有计划的学习和干预，人类都有足够的生理基础去掌握
相应的能力，对于信息获取能力来说同样如此。生物教学中，
各种生物图表的使用、学习与绘画，是生物学的重要特点，体
现了生物学的生动性和科学性。通过对各种生物图示、实验数
据表格等图表的分析，完全能够起到使大脑改变原有结构和功能
的训练作用，从而增强高中生的信息获取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

其次，从多元智能理论的角度来看，其提出的学生观指
出，每个人都同时拥有多种智能，这些智能在每个人体内以不
同的形式、程度与组合的方式存在着，致使每个人的能力和天
赋都各不相同。所以，当教师意识到每位学生的智能是多元的
并尊重个体差异性的时候，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培养学生的各项能
力了。教师在生物教学中利用其丰富的文字概念知识和生物图表
来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的时候，空间、视觉以及数理逻辑智
能是最为关键核心的。所以，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使用观察和
测验等方式了解每位学生的相关智能发展水平，因材施教，从而
提高学生们的信息素养。

2  生物教学中培养信息获取能力的必要性
2.1信息时代对人才素养的要求
信息社会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之

上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信息爆炸、知识更新速度快是其显著特
征之一[1 ]。在当前的工作和学习中，甚至是生活和娱乐之中，
人们都需要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精准、快速地获得想要的信息。
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信息获取能力，那么便会在搜集信息的过
程中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是会得到错误或无用的信息，而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低效率。信息时代对
人才的第一大要求便是能够高效地获取信息，只有完成这一步，
才有机会去优选信息、处理信息、运用信息，才能够不断地得到
新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拥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2.2生物教学与考试的发展变化
随着我国《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

发布、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生物教
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了巨大且积极的发展与变
化。首先，新课标提倡主动开发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面
的课程资源，重视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在掌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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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知识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培养其生物学核心素养，即生
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2]。对于高中师生而言，
生物学教与学的内容比以往都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由此一来，对
学生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便更加凸显了出来。

在近几年的高考和各省学业水平考试中，生物学试题部分
加入了更多的信息量，且形式复杂、多样，例如在试卷中加入流
程图、模型图、折线图、实物图等多种图表，部分考试的卷面字
数超过了5000。可见，在教育改革和信息化的大环境下，当今
社会在考试层面同样也把对学生信息获取能力的要求体现的淋
漓尽致。

3  生物教学中培养信息获取能力的途径
3.1注重对高中生物基础知识的教学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在新旧知识的碰撞和相互作用中

进行的。所以，只有在生物基础知识过硬、大概念和知识框架
已经建立的前提下，才有机会去获取和理解新的知识和信息。

3.2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要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那么教师就得给予学生数量够

大、种类够多的知识信息才能让其得到锻炼。例如，在讲授“减
数分裂与受精作用”一节时，教师可在黑板和多媒体上呈现本节
的标题和主要文字说明，同时穿插着引导学生们自主阅读课本的
文字和示意图，随后播放几段不同的动画视频，让学生发现共同
点，加深理解。

3.3加强对图表与情境类试题的训练
做题是将知识与能力进行运用的过程，也是检验和培养学生

信息获取能力的绝佳手段。在解答图表与情境类试题的时候，学
生的精神高度集中，为了得到正确答案，需要对试题的图、表与
文字进行认知与处理，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这一过程，对培养
信息获取能力极为有效。

4  结语
信息获取能力对学生的学习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

的，高中生物教师需要重视和理解这项能力的作用，明白其对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以及对提高教学质量与学生考试成绩的
积极作用，让高中生物教学助力学生信息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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