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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

新课标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应形成“以学生发展为

主”的思想观念，建立“以学生为主体，老师为主导”

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指引学生踊

跃参加教学活动，培育他们主动协作探究、主动学习、

主动发现、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培养学生的生

命观念、科学探究和科学意识，提高教学活动的高效

性 [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教育的发展，

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学习内容中加入生物学

实验课，全方位开发学生各个方面的潜能 [2]。因此，

提高教学活动的高效性十分紧迫。而导致以上结果的

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教育更加注重学习结果而不是学习

过程，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3]。因

此，国内的课堂教学活动要注重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的能力。在教学期间，老师指引学生参与充满趣味

的活动，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自主学习，以培育同学

们的创新精神与实践水平。

2.基于新课标中学生物学课堂活动设计策略

为促进中学生物学课堂活动的高效开展，培养学生

的自主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基于新课标的

理念，为中学生物学课堂教学活动设计提出以下策略。

2.1 以“真实情境”为导入，产生共鸣

新课标中强调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及社会责任，即

能够运用所学所知，探究生命活动规律，解决现实生活

问题 [4]。因此，在中学生物学课堂教学活动课中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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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真实现象为情境，引起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

生融入其中，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学习知识，并解决问

题，符合新课标的要求，有利于培养高中生的思维能力

与实践能力。

高中生物课堂上，经过科学规划问题情境，并指引

中学生处理问题，既可以转变原来的“填鸭式”教学弊

端，调动中学生的参与兴趣，还有利于培养中学生的思

维能力与实践能力 [5]。

2.1.1 案例 1　物质跨膜运输方式——被动运输

本文以 2019 年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以下简称：

新教材）必修 1《分子与细胞》中第三章第一节“物质跨

膜运输的方式”为例，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如下：

（1）活动目的：通过学生合作探究，详细了解物质

跨膜运输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活动过程：教师通过提问问题开始问题探究，

为学生创造学习情境，根据问题，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

一定的画面。通过教师的陈述和展示，让学生在脑海中

创造真实的生活情境，这些情景也就是学生学习新知识

的生长点。通过教师的提问引入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使

学生认知到动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从而为接下来的

学习做铺垫。

总结反思：讲授了“物质的跨膜运输方式——被动

运输”，本节的教学从创设情境入手，先通过生活中常

见的问题入手，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情境，对动植

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有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在此基础

上，引导学生思考。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

有目的的探究活动。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的意识，使学生在活动中感知，体现了在动中学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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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问题”为中心，主动探究

生物教学中，融入探究式教学方法对培养高中生的

生物科学素质有较大作用。探究式教学方法一般是在问

题中心，主动探究，重在发现过程展开的。使用探究式

教学方法要以“探究”为重点。除此之外，采用探究式

教学方式，还能够让高中生具备很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老师在该阶段仅仅发挥出催化剂的功能，所以，探究式

教学方法具有较强的内在学习动力 [6]。新课标始终提倡

“教课本”为“用课本教”，课本仅仅是同学们学习的一

种工具书。因此，需要学会自主探究，亲身去发现生物

学知识，以达成良好的学习效果，生物学科的魅力就是

如此，同学们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水平通常就是由此得到

发现与提高的 [7]。

2.2.1 案例 2　了解显微镜的各个部件

本文以新教材必修 1《分子与细胞》中第一章第一

节“从生物圈到细胞”为例，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

如下：

（1）活动目的：通过学生自主探究，使学生认识显

微镜的构造与功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2）活动过程：①教师提出问题进行导入“我们在

生活中所看到的花草树木都是属于宏观范畴类的，那么

大家认为这个世界上是否有微观世界的存在呢？”②利

用多媒体等教具向同学们展示细胞在显微镜下时的状态。

③经过一番问题的导入，将学生分成合适的小组。④教

师提出问题例如哪个是粗准焦螺旋，哪个是细准焦螺旋。

让学生们带着这些问题自主观察，了解各个部件的名字，

再动手体验各个部件的功能。⑤组内沟通各个部件的名

字和作用，积极讨论，整合成共性成果，以文字形式表

达出来，同时能够列表表达。⑥小组代表依靠实物在班

级里展示显微镜各个部件的名字以及它的作用。⑦老师

拿着实物，指定显微镜的某个位置，同学们抢答显微镜

各个部件的名字及功能。

总结：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老师仅仅作为

旁观者、指引者或者答疑者。此时若是有个同学提问：

反光镜的两面有什么不同？老师并未立即回答，而是让

学生去摸一摸，感觉一下。尽管在老师看来，这仅仅是

个很小的问题，但是针对学生而言就可能是激发兴趣的

重点。

2.3 以“启发”为主导，循循诱导

当代世界各国教学改革无一不是围绕着启发式或和

启发式相联系。现代教学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正确

的教学指导思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就是

现代教学的指导思想。如何体现关键在于学生能否有学

习积极性，而学习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和教师的主导作

用有直接关系，因此在中学生物课堂教学中进行启发式

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从而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

能力 [8]。

所谓启发式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就是引导转化，

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具体知识，再进一步把学生的具体

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师的主导作用就表现在这两个转化

上，这里引导是转化的关键 [9]。

2.3.1 案例 3　了解细胞的增殖方式

本文以新教材必修 1《分子与细胞》中第六章第一

节“细胞的增殖”为例，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如下：

（1）活动目的：通过小组讨论，教师引导，了解细

胞通过增殖使细胞数目增多以及细胞的增殖方式，培养

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2）活动过程：①教师通过举例西瓜与苹果的个体

差异与细胞个数使学生知道细胞是通过增殖来使细胞数

目增多。②教师进一步引导，随后师生共同得出结论细

胞不能无限长大。③最终引入本节课的学习主题，细胞

的增殖方式。④让学生阅读课本指定位置，教师提出问

题，使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⑤学生思考过后，将学生

分成若干小组，小组之间合作交流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⑥各个小组的代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一名同学根据

其他同学的回答来反思自己，自己的想法是否有偏差，

和其他同学的回答来比自己出错在哪里，以及其他同学

的思考方式是否有值得自己借鉴的地方。⑦教师总结同

学们的回答，并且对问题的正确答案加以订正，使学生

对本节课的内容印象更加深刻。

总结反思：本节课采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循序渐

进的启发学生，将学生带入到本节课的主题之中，老师

在这里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带着问题阅读课本，让学生

在课本中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直接告诉学生答案，

这样会令课堂效果达到非常好的程度，学生的生物科学

素养也得到提高，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3.结论

生物学属于一门基于实验的自然课程，在生物学实

验课堂活动中，培育同学们的动手、动脑与观察自然现

象的能力；经过增加一些探究性活动内容，还能够不断

提升同学们的生物学整体水平。探究式教学、情景式教

学以及启发式教学都属于综合的教学方式，通过这些方

式开展生物学教学能够为生物学习提供更贴近现实生活

的素材，同时为学生们提供充足的探索和交流时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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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求。因此，从教师、学生、教

材三个方面看，在未来的生物课堂教学中应采用多种教

学方式的组合，让学生成为主导，提高学生对生物学习

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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