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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探讨
肖　凯

（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北京 338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体系的逐渐完善，素质教育成为新时代的青年发展成才的必经过程。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若想提高高中

生物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高中生物教师就必须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信息基础，使学生自觉把生物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学习活动。所以，

为构建高效课堂，高中生物教师有必要针对学生的兴趣培养展开教学实践，推动学生生物学科素养的养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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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自然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学科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所以，生物领域的人才也是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教师要充分遵循教师的课堂主体地位，使兴趣成为学生

学科探索的指引，促进学生在生物领域积极探索、大力革新。同时，

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兴趣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自主去发掘生

物学科的特点，激发学生去探寻生物核心素养的真正内涵。

一、制约学生生物学习兴趣养成的因素

（一）传统教学模式

尽管新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但不可否认，很大一部

分高中生物教师就对传统教学模式情有独钟，这就导致教学设计

中的目标和规划可能会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存在偏差与矛盾，

制约学生的兴趣发展，进而阻碍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步伐。

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熟练掌握生

物知识，并不会去花费时间和精力，注意学生是否对生物学科有

兴趣。所以，若想在新的教育教学体系下构建高效生物课堂，高

中生物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一次大换血，在

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下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科探索兴趣。

（二）对生物学科的错误认知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即便对

生物学科不感兴趣，他们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业任务也必须在生物

学科花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学生主观上无法对生物学科形成错

误的认知，很大一部分学生只是机械的记忆教师讲授的知识，在

课堂上大量记笔记，在课下开展大量习题训练，逐渐使自己成为

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进而制约了自身思维水平和思考模式的发展，

越发导致自己无法对生物学和提起兴趣。

二、激发学生生物学习兴趣的策略

（一）设置悬念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高中学生来说，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处

于高峰期。所以，高中生物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巧妙设置悬念，

用悬念来引诱学生产生探索欲和求知欲，使学生对最终答案产生

一种期待感。具体来说，教师应尽可能保证悬念设置的多元化，

可以利用设问的形式进行巧妙的问题导入、问题递进，确保学生

的兴趣始终维持在教师的核心问题上。比如说，在学习生物学的

基本模块“细胞”时，教师就可以向学生提问：“生物体是由什

么构成的？”经过初中生物学习的学生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小菜

一碟，这时，教师可以继续提问：“不同生物体的细胞是一样的

吗？”这时学生脑海中可能会闪现出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的差异。

经过这两个简单问题之后，教师就可以继续提问：“同一生物体

不同部位的细胞有什么差异”“细胞的生老病死与生物体的生老

病死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引领学生的思维变化经历由浅入

深的过程，以多元化的问题来吸引学生的专注度，并在问题的回

答中帮学生找到成就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生物学科兴趣。

（二）优化教学语言

正所谓“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教师的人格魅力和语

言魅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愿意为其课堂引领而买单，决定着学生是

否会对这一学科产生兴趣。所以，高中生物教师应刻意磨练自己

的语言艺术，运用轻松幽默又富有深度的语言为学生营造良好的

教学氛围。用幽默的语言讲解枯燥的概念，用生动的语言解释抽

象的理论，始终在生物教学中遵循快乐教育的理念，使学生能对

知识的重难点产生深刻记忆。同时，长此以往，学生很容易被教

师的幽默授课方式所吸引，爱屋及乌，对生物学科产生兴趣。

（三）开展生物实验

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动手创造欲望和思维水平

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为激发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教

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为学生安排一些基础的生物实验。比如说，

在为学生讲解“葡萄酒的制作方法”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己

根据教材实验要求准备材料，并将学生划分为几个实验小组，鼓

励学生按照教材中的实验设计亲自进行实验操作。葡萄酒的制作

实验需要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一丝不苟、需要学生在后续时间内对

其高度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倘若实验成功，学生将会对这一实

验的原理以及细节问题产生深刻记忆，并在实验成功的成就感中

激发自己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倘若实验失败，学生也有机会反思

自己的实验不足，在反思中去完善自己的生物知识体系，以不服

输的精神再次投身于生物实验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所以，高中生物教师要

在课堂教学中巧妙设计悬念、优化语言表达、重视实验教学，为

学生构建高效的生物教学课堂，进而激发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引领学生挖掘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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