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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初中生物实验教学策略
毛发琼

（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八峰民族学校，湖北 恩施 445800）

摘要：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验教学是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规定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教育信息化环境为提升实验教学效率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融合网络资源，创造性

地利用录屏软件、常用办公软件、教育平台人人通空间、手机等工具制作微课和 PPT、分析学情来辅助学生的实验探究，以期为生物实验

课堂教学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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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 2018 年 4 月颁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中指出，教育信息化是顺应智能环境下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拥抱不断变化的世界，不断更新知识、提升学习能力，发展与

时俱进的成长型思维已迫在眉睫。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如何深

度融入生物实验教学的全过程，是当下初中生物教学工作者关

注的焦点。

一、微课导学

微课是围绕某个实验的操作方法步骤制作的简短、完整的教

学设计，直观、具体、语言精练，在录制微课视频的过程中，实

验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和实验效果的准确性都经过老师的反复打磨

和加工，以求有效突破难点。

（一）微课制作方法

先准备好实验材料、拍好实验过程的图片和视频，再制作

PPT、讲稿，用录屏软件录制讲课短视频。以《观察种子结构》一

课演示解剖观察种子为例，微课内容主要包括实验目的、材料用具、

方法步骤、注意事项，实验方法小结等内容。种子小加上同学相

互遮挡，用传统的演示方法教学一半的学生没法看清，需要花更

多的时间去巡回演示，作者把解剖过程拍成视频加上字幕和声音，

在教室大屏幕上显示，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学生能及时掌握解剖方

法，大大提高授课实效。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作者选取煮熟的

玉米籽粒、处在不同萌发阶段的玉米供学生观察，拓展训练学生

知识迁移能力、小组合作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种教学设备和

引用软件为教师的个性化教学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最后把微课

的画面定格在解剖要领上“菜豆：一看二切三剥皮，掰开子叶看

仔细”“玉米：一看二切三碘液”配有的切玉米籽粒、解剖大豆

的插图。两个实验的微课浓缩到六分钟，把更多的时间留个学生

分组操作，讨论交流。

（二）微课使用

为了达到微课导学的更好效果，建议学生带着问题看微课，

看完后答问题，谈收获。在播放到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时按下暂

停键，留时间给学生思考或尝试。

二、建立多维评价体系

为确保实验课有序有效进行，课前需让学生明白实验课的评

价内容：认真听讲，主动回答问题（10 分）；规范的操作 10 分；

合作与创新能力 10 分；器材的归还于实验桌凳整理 10 分。分为

自评，小组互评，老师评三部分。

在《练习使用显微镜》《观察洋葱鳞片叶下表皮细胞临时装

片》的教学中，设计关于规范操作评价方案和打分标准，用手机

拍摄出学生观察到的各种视野（主要是错误操作造成的），引导

学生分析原因，为小组相互评价和自评相结合做准备。学生每四

人一大组，两人一小组，练习时你说我做，组内相互交换，遇到

问题可以组间交流。测试环节组内相互监考测评。在综合评价的

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要求学生

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打人情分。

利用人人通空间进行课后智能检测精准分析学情智能化试题

评价系统能及时显示每个学生的答题情况，综合分析，生成答题

报告，答题报告清楚的统计了哪些学生哪个题没有得分，每个学

生答题时长等，大大减轻了教师的阅卷和统计工作，为试题讲评

课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数据来源，让课堂变得更加有针对性、课外

辅导更有实效。直播云课堂智能答题能记录答题情况，及时反馈

并显示正确答案，便于学生及时改错，有利于老师随时掌握授课

节奏。

三、利用数码相机和手机软件精确分析实验数据

手机为我们带来了便捷的生活模式，用在教学上同样有不错

的效果。有些现象不易观察，如《动物运动方式》一课，我们连

拍所授班级的学生行走、奔跑过程，选取有腾空效果的图片，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对比找到行走和奔跑的区别。《观察种

子萌发过程》的实验，开学初就安排学生探究种子萌发的条件，

进一步观察萌发过程，拍摄或在网络上下载《种子萌发的过程》

视频资料，添加字幕，配上欢乐明快的音乐，帮助学生在愉快的

视听享受中掌握知识。智能手机的红外热成像组件可以测量蒸腾

作用降低环境的温度、种子呼吸作用时温度升高，真实的数据延

伸学生的感官。

四、结语

总之，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与信息技术

的融合，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待教育管理部门为教师提供更

多的学习培训机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专家引领，同行互助，

激发教师设计出更好的实验课，创造更科学更有效的学生实验，

充分发挥信息化教学的优势，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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