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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的“诱惑”生成与能力培养
李　平

（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浙江 桐乡 314500）

摘要：高中生物教学中重视生成“诱惑”。即围绕课堂主线，基于科学性、服务性、适应性原则，通过直观诱惑、情境诱惑、动机

诱惑等策略实现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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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生物课堂需要“诱惑”

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的学情差异难以掌控、学生的学习能

力高低、教师的课堂应变能力各异、学科知识的巩固与落实压力

大等原因，易形成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习能力相对较差

的学生的思维就很容易游离在课堂教学之外，久而久之，学习兴

趣缺乏，学习变成了强迫接受。难以实现新课程所要求的培养学

生的创造能力、科学探究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虽然素质教育实施了若干年，课堂教学已有所改善，但考试

的压力还在，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师的教学方法难免

机械而呆板，课堂以师生问答或教师独白为主，过分强调了接受

性的机械学习、机械训练。这样的机械交流中，师生双方，尤其

学生的主动性受到压制，学习效果自然不好。但学生只有掌握了

这些基本的概念、原理和规律，才能进行初步的推理和探究，这

种学习带有强迫意味。强迫的结果往往是讨厌，在教育中，想要

学生接受什么，就只能去诱惑他，即在讲解式课堂教学中要适当

注入“诱惑”。

根据奥苏伯尔创设的有意义学习理论。若教师能将要传授的

内容经过合理的组织加工，使之成为具有逻辑意义的教学内容，

再把这些新的教学内容以各种形式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联系起

来，使之融会贯通，学生就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二、教学中的“诱惑”生成

（一）直观诱惑

尽管高中学生大多已褪去了小学生、初中生的稚嫩，很多直

观的图片、动画乃至实物仍能够在合适的情境下极具诱惑。如在

讲解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时，播放一段“显微镜下变形虫吞噬食物”

的视频，会迅速让学生对细胞膜的功能及结构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从而从容地进入对细胞膜的结构的探索，再结合细胞膜的直观模

型讲解，就能够在教师的主导下，激发学生的学习好奇心，从而

主动完成对细胞膜的相关知识体系的构建。有时在有些课堂，如

周一上午的第一节和平时的下午第一节，也可适当采用直观诱惑，

以较强劲的势头把学生拉入课堂氛围。否则往往一节讲解式生物

课堂教下来，教室都笼罩在隆重的睡觉气氛中，课堂效率就极低了。

如在讲反射时，教师进入教室时展示几颗杨梅，给一颗给某学生

吃，剩下几颗让学生看着吃不到，询问学生的唾液分泌情况，并

分析其中的原因和区别，引出反射、反射的类型、反射的结构基础，

从而使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新课的学习。

（二）情境诱惑

浙科版生物教材中内容与其他版本相比更注重生物的知识体

系的科学呈现，相对地，贴近学生生活的情境就很少，不太适合

自学。甚至有些章节，如免疫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等内容学生很难

看懂，更别谈激发学生兴趣，这时候不妨在讲解式教学中创设情

境，诱“生”深入。如在讲特异性反应时，我简要讲解了淋巴细

胞在特异性反应中的作用，把成熟的淋巴细胞比喻为流动在全身

的巡警。然后创设情境“街上的巡警人数较多，每个人对可能存

在的危险和隐患分析角度一样吗？嫌疑人和正常人是否都很容易

区分？如果其中一个发现了嫌疑人，是否该立马冲上去制服对方？

怎样做既能保证自己的暂时安危，又能较好协助维持治安？亲自

处理过这类事情后，下次在处理同类事情时，反应和处理速度上

有何特点？”由于该情境贴近生活，很多学生的积极性都被调动

起来了，且很快意识到，有些嫌疑人（抗原）难以区分，需要协

助（巨噬细胞）跟踪处理才能让其露出狐狸尾巴（抗原—MHC复

合体）。淋巴细胞（巡警）受到相应的抗原（嫌疑人的行为）刺

激时，往往还需要冷静，等得到来自辅助性 T淋巴的蛋白质或白

细胞介素-2（“军师指导”）的促进，才会分裂分化成效应细胞（叫

来同伴，确保安全），以采取合适的措施（分泌抗体，或亲自攻击）

对抗抗原。同时留下记忆细胞，等着对下一轮的同种抗原刺激快

速反应。这样的层层诱惑，就能使复杂的特异性反应过程简单化，

且学生记住了“打群架”的原因和后招，只需要把相应的细胞名

称对号入座即可迅速主动构建出特异性反应过程。

（三）动机诱惑

奥苏贝尔认为学习的主要形式是有意义的接受式学习，而不

是发现学习。有意义的学习往往建立在学生的主观动机上，因此，

利用动机生成诱惑显得很重要。在讲解“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时，由于该部分内容比较抽象，即使通过图片和动画直观地显示

神经元的结构和神经冲动的产生、传导、传递过程，也无法避免

对相关机理的枯燥讲解，同时，在教学中也难以找到可以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情境诱惑，这时，动机诱惑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对

于相对成熟的高中生，不是奖励点好东西就可以诱发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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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的动机主要是成就动机（学生试图获得好成绩的倾向）。

成就动机并非一蹴而就，因而动机诱惑也是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磨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教师一方面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意对

学生表现的正面评价的同时，也让学生对同伴的生物学习表现进

行正面评价，让来自同伴的赞许和认可转化为强有力的学习动机；

另一方面要表现出对学生有较高的期望，对学习成绩有提高的学

生甚至课堂表现有进步的学生及时给予赞许，为后进学生提供学

习的榜样，以期培养和激发学生自我提高的内驱力，再结合具有

一定吸引力的情境“刺激蛙坐骨神经形成局部电流，引起肌肉收缩”

就可以激发较强的成就动机诱惑，激发学生学习。

三、“诱惑”实现能力培养

（一）逻辑思维能力

高效的生物课堂，教师需要用准确的语言较为严密地论证生

物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以揭示生物内部的联系，归纳出生命

活动的规律。由于该过程往往按照教学内容的逻辑系统和学生认

知发展的顺序进行，所以在引导学生获得较系统的生物学知识的

同时，也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科学探究能力

科学探究能力是由“①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生物现象；②通过

观察或从现实生活中提出与生物学相关的、可以探究的问题……”

等十一项要求构成的，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以讲

解式教学为主的生物课堂。如借助放置了 1天的两瓶初始数量相

同、但培养液浑浊度不同的酵母培养液，来讲解种群数量的变化

种类，以及构建种群数量的指数增长和逻辑斯谛增长的数量模型，

就能够较好地体现该能力的培养。另外，更多时候在这样的课堂

教学中，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

（三）处理信息的能力

从某种角度来讲，“诱惑”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在充满“诱

惑”的讲解式课堂教学中，学生本身就处在多种信息并存的环境中，

如图片、视频、实验等这些形式的“诱惑”本身就蕴含大量信息，

只要课堂上适当留白，给足学生反应时间，必然能够较大程度的

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

（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情境创设得当，能够很好地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充

分发挥主体地位的优势，从而训练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在讲解胚胎工程的时候，就可以创设情境“由于受精过

程不能进行导致不育的夫妇如何生育后代？”再结合试管婴儿培

育视频引导学生分析和解决该问题，从而真正“学以致用”，实

现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四、“诱惑”的使用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为了增加师生交流，很多教师都会较多地选择直观诱惑和情

境诱惑两种方式，毕竟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动机诱惑的效果有限，

且是长期影响的结果。然而课堂上过多的直观诱惑和情境诱惑往

往会让课堂效率打折，比如在讲种群特征的时候，有关性比率的

实例比较多，且学生也比较感兴趣，教师就设计很多相关的问题

情境诱惑，一堂课下来，学生在该段时间过于兴奋，而对种群特

征的相关内容则忘了干净。因此表面看学生在教师的诱导下“讨

论得热火朝天”，实际有效思考量却很少，这样的课堂教学组织

就缺乏科学性。同时科学性还要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教学时

间，因才诱惑。

（二）服务性原则

无论使用哪种形式来生成诱惑，都必须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服务性原则。要让这些“诱惑”很好地诱导学生参与课堂，能有

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或激发学生兴趣。有些直观诱惑看似

很“无聊”，但在很多时候也能够激起一团涟漪，从而诱发一连

串的思考，服务于课堂从而成为有效诱惑。如准备一只香蕉和一

只纸包的苹果代表两种类型的抗原，能迅速让文字解释黯然失色，

引发新的一轮课堂高潮。包括在利用讲解免疫过程时，我不小心

讲出了“打群架”，当我正为我的“口不择言”后悔时，我的学

生居然在课下对我说，老师你讲的这个“打群架”激起了我对免

疫的兴趣，让我“大惊失色”。原来我们所预想的一些“诱惑”

并非就是“诱惑”，反之我们也有可能不自觉中创造“诱惑”。

如果教学中不断积累“诱惑”，适时“诱惑”，必能让各种“诱惑”

适时服务课堂。

（三）适应性原则

讲解式教学需要诱惑，但并非诱惑种类越多越好。一则过多

的诱惑，有点哗众取宠，以至于喧宾夺主，而最终被诱惑牵着鼻

子走，结果课堂热闹，效率低；再则过多的诱惑，往往也会采取

多种形式生成，这样的课堂中，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信

息处理能力，但学生难免要花一些精力来适应不同形式诱惑的转

换，自然也就对需要讲解的主干要点投注较少的关注。比如，我

在讲解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第一课时时，因为着急，把各种

传导的呈现形式和蛙的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及实验，都在连

续的图片中展现出来了，结果学生有兴趣，但被“电晕”了，效

果完全没有达到预想。因此，诱惑选择应适应不同层次的认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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