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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新课改的内容来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观念转变，如课

程观、学习观、发展观等，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全面地转化思

维，能够重新构建教育思路，既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又要重

视引导，这样才能有效地实践新课改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教学

效果。

1　新课改对高中生物教师的启示

1.1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在新课改中，特别强调学生对课程教学的重要性，需要引

起各科教师的重视，在过程中能够关注学生，使其慢慢地成为

课堂主体，有助于增强主动性，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地学习课程

内容。

1.2需要培养问题意识

在新课改中，鼓励探究学习是重要的教学任务，展开该项

任务的关键是培养问题意识，要用多重手段，促使学生在聆听

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问题意识，可以对课程内容不断思考，

进而能够探究学习，这会有利于增强学习成果[1]。

2　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生物教学的策略

2.1组织探究学习

从教材方面来看，每章节的内容都有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

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思考，解决各章节内容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借

此契机，可以组织探究学习，并且组织学生互相协作，这会有利

于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在讲解《细胞的基本结构》时，会展示

动物、植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图，让学生观察，同时互相探讨真

核细胞的基本结构，以及动物、植物细胞的区别之处，随后翻开

教材，令学生对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的分布、结构特点、功

能进行区分，互相探讨，制作表格归纳所有细胞器的性质，再区

分线粒体和叶绿体在结构、功能上的异同点，然后会展示所有细

胞器的结构图，让每名学生盯对自己制作的表格，修正不同的内

容；在讲解《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时，会展示果蝇体细胞和配

子的染色体图，提问说：“配子和体细胞的染色体的区别之处在哪

里？”，促使学生思考，随后会展示哺乳动物精子的形成过程图

解，提出问题说：“精子会通过多少环节形成？和有丝分裂的不同

之处在哪里？”，组织学生互相探讨，结合课本思考答案，随后派

出代表答题，随后展示哺乳动物卵细胞的形成过程图解，提出问

题说：“卵细胞与精子的形成过程有什么区别？”，对比刚才得出

的结论，继续探讨思考。

2.2引入生物实验

在新课程的学习观中，说明实践应当是锤炼所学知识的必要

活动，因此在生物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入生物实验，若有条

件支持，可以令学生参与，自主地完成实验，使其能够通过实际

经验了解某种生物知识，从而有助于提高学习成果。例如，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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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时，会在屏幕中展示氧化氢在不同

条件下的分解实验，会发现各个试管中得到的反应过程不同，如

4号试管的反应速率比3号试管要快，说明过氧化氢酶的催化效率

较高，这就可以引出酶对细胞的化学反应，随后阅读课本，找出

酶具有的特点；在讲解《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一）》时，会在

课堂中演示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实验开始后，需要两个小桶

分装不同颜色的彩球，再进行随机组合，选择若干名学生，依次

上台任意抽取某个彩球放回原桶，要求左手抓取甲桶内的彩球，

同时右手抓取乙桶内的彩球，每名学生重复一次，可见该实验在

模拟配子的随机结合过程，随后会根据实验经验，引领探究，会

提出某些问题，如“为什么每个小桶内的彩球数量相等？”等，组

织学生探讨。

2.3应用生活中的内容

生活化是新课改对课程教学的新要求，需要贴近生活实际，

促使学生始终能够将学科知识与生活内容互相关联，这会有助于

学习。因此，在教学生物课程时，可以根据教材中的内容，适当

地应用某些生活内容，既会增强教师的引导能力，又会填充课堂

内容。例如，在讲解《免疫失调》时，由于涉及免疫系统的内容，

可以应用关于艾滋病的内容，在屏幕中展示患得艾滋病的病人图

片，结合图片，需要探讨艾滋病的主要病症及预防措施，随后会

简要介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等内容，再次提问说：“艾滋病的成因

是什么？死因是什么？”，这会引起困惑，此时引出免疫系统的概

念；在讲解《染色体变异》时，会展示无籽西瓜的图片，对比正

常的西瓜，提问说：“为什么无籽西瓜没有籽粒呢？”，再展示四

倍体葡萄的图片，对比正常的葡萄，提问说：“这种葡萄是不是看

起来更大，这是为什么？”，这会引起困惑，此时可以引出染色体

变异的知识；在讲解《种群的数量特征》时，会展示某些动物的

图片，如蚂蚁寻食、豹子追赶羚羊等，依照图片，会提问说：“为

什么总是群体出现？”，利用该问题引出种群的概念，继续展示某

些图片，如蛇群、菜摊上的蔬菜、商场中的人群等，会提问说：“图

片中哪些是种群呢？”，这会引起困惑，进而探究种群的特征[2]。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物教师应当充分借鉴新课改中的内容，能够

汲取教育经验，一方面能够重新调整思路，变为学生为主的教育

思想，另一方面能够改良教育方式，能够多向出击，从而有助于

提高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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