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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研究
罗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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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教育是中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实验性较强的学科，生物教育中实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验教学，

学生可以加深对生物知识的理解，提高实验技能，培养科学探究精神，具备实际探究能力。本文将从初中生物实验教学的意义、存在的

问题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初中生物教育的实验教学提供有建设性的策略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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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物教学中开展实验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强化对学生科学思维和探究意识的培养

实验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对于学生的科学素养的

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验教学能够让学生亲身参与探究，

通过自己的实际操作来深入理解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和创新能力。实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和科学思维。在

实验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察

实验结果、分析实验数据等方式逐步形成科学探究的方式和方法。

通过实践探究过程，学生能够培养自己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科素养。此外，实验教学

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技能。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掌握

实验操作和仪器使用技能，不断地积累实践经验，提高自己的实

验技能和实验设计能力。这些技能和能力也将对学生未来的科学

研究和职业发展起到良好的基础作用。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初中生物教育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阶段，而实验教学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验教学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更能够促进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一方面，实验

教学可以让学生动手操作，感受实践中的乐趣，从中获得自信和

成就感。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动手能力，

这种转化过程不仅能够巩固知识点，更能够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手眼协调能力。学生在实验中不断摸索、尝试，不断调整实验

方法和步骤，不断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这种过程可以培养

学生对于问题的创造性思维。另一方面，实验教学可以引导学生

进行探究和发现，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和探索精神。学生在实验

过程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验操作，发现并理解事物之间的联系和

规律，形成自己的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通过实验探究和发现，

学生的科学兴趣和好奇心会被激发，从而建立起一种自主学习的

意识和习惯。

（三）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生物理论知识的感知和记忆

在初中生物教学中，开展实验教学的意义非常重要，其中一

条就是能够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生物理论知识的感知和记忆。生物

理论知识属于抽象知识，如果仅仅以传统的讲授方式进行教学，

学生很难真正理解、掌握，更容易忘记。而实验教学则能够将抽

象知识变为具体形象，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观察、探究等方式，

更深刻地理解生物理论知识，也能够更好地记忆。具体来说，实

验教学能够通过感知和记忆，促进学生对于生物学知识的认知、

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提高。生物实验教学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生物

学知识，对于生物体的结构、生理功能、生命活动等重要概念进

行深入了解。例如，通过实际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胞结构，学生可

以更加直观地理解细胞构成及其功能；通过观察植物的光合作用，

学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光合作用的原理和过程，进而加深对于生

物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分组、交流、

协作和独立思考，这一系列的行为能够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

学精神，如观察、实验、探究、发现和创新等素养，这也是当前

教育中最为重视的核心素养之一。

二、初中生物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是探究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既可以

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验操作技

能。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发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教师一一

进行分析解决。下面我将详细展开这些问题。首先，实验主体没

有突出是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实验教学中，学生是主体，

老师是引导者。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实

验活动，有些学生可能并不感兴趣，甚至会退缩。其次，实验基

础没有抓牢也是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进行实验前，教师需

要首先对学生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讲解，让他们了解实验的基本

原理和操作方法。然而，在实践中，教师发现有些学生对于实验

基础知识的掌握并不充分，导致他们在进行实验过程中出现了一

些问题。可能是由于课堂的时间有限，或是因为学生自身的学习

习惯问题，而导致了这种情况。最后，实验导入与引导不够也是

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进行实验过程中，学生往往需要相应

的实验导入和引导才能更好地完成实验。然而，在实践中，教师

发现这个环节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学生在实验前并没有

完全掌握实验的目的和意义，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核心素养的

培育也不到位。

三、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策略

（一）突出实验主体，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

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突出实验主体，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精神可以帮助学生探究事物的本质，发

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和原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

下面，以“正确使用显微镜”实验课程为例，详细展开说说如何

突出实验主体，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

一，实验目的。本实验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正确使用显微镜

的方法和步骤，了解显微镜的原理及其作用，同时培养学生的观

察和思考能力。同时，本实验也可以帮助学生认识生物世界的微

观结构和生命现象。二，实验内容。本实验的主要内容包括：显

微镜的构造和原理、显微镜的使用方法、显微镜的维护和保养、

显微图像的观察和记录。具体步骤如下：1. 显微镜的构造和原理：

让学生了解显微镜的构造和原理，包括镜头、物镜、目镜、光源

等部分的作用和相互关系。2. 显微镜的使用方法：让学生通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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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操作，掌握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和步骤，包括调节焦距、

调节光源、调节镜头和目镜等。3. 显微镜的维护和保养：让学生

了解如何正确维护和保养显微镜，包括镜头、光源、调焦机构等

的清洁和保养。4. 显微图像的观察和记录：让学生通过观察显微

图像，了解生物世界的微观结构和生命现象，同时学习如何使用

相机等设备记录显微图像。三，实验方法。本实验以小组合作的

方式进行，每个小组分配一台显微镜和一份实验指导书。学生通

过在实验中实践和实验小结的形式，不断地探究和发现问题，同

时归纳总结经验，从而掌握正确使用显微镜的方法和技巧。四，

实验评价。在实验的同时，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实时评价。评价

的主要指标包括：使用显微镜的正确性、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规

范性、实验小结的完备性和深度等方面。通过评价，教师可以及

时发现学生的不足之处，从而及时进行纠正和指导。

（二）注重实验基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观察植物细胞实验是初中生物教学中比较基础和重要的实验

之一，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植物细胞的组成结构。在教学中，

教师需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设置不同的实验环节，让学生们

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实验技能，同时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首先，教师需要基于学生的实验基础内容，开始讲解生物实

验的相关专业术语。例如，学生需要了解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

其中包括细胞壁、细胞膜、质壁、细胞质、叶绿体、细胞核等。

了解这些专业术语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植物细胞的组成结构，

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实验技能。其次，教师需要进行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前，教师需要讲解实验的目的和重要

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此实验对于他们生物学学习的重要性。同时，

教师也需要让学生学会如何准备实验用品，包括显微镜、盖玻片、

载玻片、注射器、草菇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需要了解到这

些实验用品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从而保证实验的高效性和安全性。

接着，教师需要带领学生进行实验操作。在操作过程中，教师应

该时刻关注学生的表现，并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操作。例如，在进

行草菇准备的过程中，如果学生没有均匀涂抹草菇，则会影响实

验的结果。教师需要及时指出学生的问题，并帮助他们纠正错误

操作。最后，教师需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通过给学生独

立完成实验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培

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例如，在准备实验内容的过程中，教师

可以让学生自己从教科书中找到实验步骤并进行操作，这样可以

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实验内容。

（三）抓住实验导入，构建学生生命观念框架

通过观察动物细胞的实验课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入了解

生命的本质和细胞的组成，从而构建起学生的生命观念框架。在

实验导入的阶段，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或实例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思考生命的奥秘以及细胞的作用。例如，

教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想过自己的身体是由什么

构成的吗？为什么教师的身体能够呼吸、运动、感受等？”通过

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引出细胞的概念，并告诉学生生命的基本单

位是细胞。在引出细胞概念后，教师可以介绍细胞的基本结构和

功能。例如，学生们需要了解动物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如细胞膜、

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等。这里需要使用一些生物实

验的专业术语，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接下来，教师可

以进行实验操作。在观察动物细胞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显微

镜的使用技巧，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动物细胞的形态和结构。

学生们可以通过刮取口腔内的上皮细胞或洋葱鳞片进行观察，这

样他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细胞的存在和作用。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提出问题。例如，教师可以询问

学生：“你观察到的细胞有哪些共同特点？为什么细胞的形态和

结构不同？”通过这样的提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细胞的功

能和适应性，从而构建起学生的生命观念框架。最后，教师需要

总结实验结果，并帮助学生归纳出细胞的基本特点和功能。通过

这样的总结，学生们可以巩固他们对细胞的理解，并逐渐形成对

生命的认知和思考。

（四）重视实验引导，发展学生科学思维精神

通过观察叶片结构的实验课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实验中

锻炼科学思维，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实验设计能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在实验引导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让学生明确实验的目的和意

义。例如，在观察叶片结构的实验中，教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植物的叶片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并产生氧气？”

通过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引出实验的目的，即观察叶片结构，了

解它与光合作用的关系，并帮助学生明确实验的重要性。在实验

前的准备工作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实验思维模式。

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提出实验假设，并设计实验步骤来验证

假设。在观察叶片结构的实验中，学生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植

物叶片内部的细胞结构是否能够支持光合作用？”然后，学生可

以设计实验步骤来观察叶片的细胞结构并与光合作用进行对比。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仔细的观察和记录。学生

们可以使用显微镜来观察叶片细胞的结构，关注细胞壁、叶绿体、

细胞核等关键结构。同时，他们也需要记录下观察到的现象，并

思考这些结构与光合作用之间的关系。在实验结果的总结中，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例如，学生们可以提出

一个问题：“为什么叶片细胞内有丰富的叶绿体？”通过这个问题，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叶绿体在光合作用中的重要性，并引导他们寻

找答案。通过这样的实验引导，学生们能够从实验中发展出科学

思维精神。他们不仅可以从中具备观察力和实验设计能力，还能

够学会提出问题、寻找答案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实验引导的

策略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同时也符合生

物核心素养的内涵。

四、结语

生物实验教学是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知识掌

握、实验技能、科学探究精神的培养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存在着种种问题，如学生

实验观念浅薄、实验操作技能不熟练等。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实

验教学中的关键环节，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和科学思维精神，培

养他们的自主学习和科学探究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素质水平，

以更好地为未来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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