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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命教育在初中生物教学中的有效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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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我国教育部门与社会学者对中学生生命教育投入了更多关注。生命教育一直被学校

视为重要课题，而初中生物恰好是实施生命教育重要阵地，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融入生命教育，使其成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重

要导向。但是，受到传统应试教育理念影响，部分教师尚未重视生物学科的育人功能，未能把握生命观念与生物概念间的联系，很难使

得学生树立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观念。为了让学生对生命抱有一定的敬畏，教师不仅要通过教材内容进行生命教育的渗透，更需要在

生物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活化元素，使得学生在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正确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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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找生活元素并将其应用于教育

在初中生物教学活动中，诸多教师开展教育活动更倾向于围

绕教科书。作为一门生物学学科，生物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它，在备课环节中，不应局限于教科书

的内容查找，还应该找到契合学生内心需求的现实生活材料。通

过整合生物教材内容和生活材料，着力为学生开发了实用且有意

义的生命教育内容。为了提高生命教育在初中生物教学过程中的

渗透效果，教师必须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经验来渗透生命教育，

以便学生从生命和健康的角度认知与理解生物学知识。

例如，在讲解《食品中的营养物质》这部分知识时，教师可

以带领学生了解人体的营养代谢及其关系，引导学生在食用食品

前必须关注其卫生问题以及营养合理摄入问题，一旦学生出现饮

食不合理，则人类会引起低血糖、脂肪肝、肥胖等其他一系列疾病。

在本课程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日常的馒头、

大米、肉类、鱼类食物以及油炸类食品的营养成分，并鼓励大家

科学地设计出符合自己口味的饮食计划，让更多学生能够清晰地

理解食物营养摄入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能够促使学生树立生

命健康至上的生活观念。此外，老师可以设置多样化的问题引起

学生们的思考，如“在现代健康饮食潮流下，节食能否起到有效

的减肥作用？”这个问题满足了学生解决肥胖问题的需求。在教

师的引导下，学生们在探究中发现：一旦人类长时间不食用脂质

营养素，则很难合成人体需要的重要物质。此外，中学生正处于

成长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获得丰富多样的营养以促进健康成

长。这时生命观念就能够在生物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在讲

解营养物质时，可以向学生们介绍缺乏某种重要营养物质或摄入

过量，会危害其身体发育，促使学生们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念。

二、利用活动体验来指导学生塑造生命观念。

引导学生利用活动经验是生物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教学形式，

通过有效地引导和激励，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唤醒，学习兴趣也

得到进一步激发。因此，教师要善于借助直观的活动替代固有的

课本式教学，让学生能够在活动中自主认知教材内容，促使其形

成深刻的生命观念。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教师应深入理解与把

握活动体验这一教学模式，将合作互动与其融合，实现活跃课堂

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度的目的。这种类型的教学形式

能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的欲望，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

强化其对知识的记忆，并有助于在学生心目中形成更完整、系统

的知识框架。

例如，在讲解《人的生殖》这部分内容时，教师需要让学生

理解，人类生命的生殖和延续必须经历一系列的变化。换句话说，

学生需要清楚地了解人类生命的起源，最初开始于受精，到胚胎

长成胎儿，直到最终成为婴儿。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该过程，

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以可视化方式向学生展示该过程。老师可以

为学生提供图片，也可以使用简单的视频课件为这些知识点创建

思维导图，使学生可以真切地感知生命的形成，了解母亲在分娩

过程中所面临艰辛。通过这些生物知识的讲解，学生可以对生物

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在这种正确

的生活方式的指导下，学生将逐渐形成对生活的积极和积极态度，

获取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生活价值，为进入未来的社会

发展打基础。

三、通过教学尊重生活观念

当今社会的许多青少年不尊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这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生命教育的缺乏。所以在生物教学中进行生命教育

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类、动

物和植物的生命。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渗透尊

重生命的概念，通过组织实验活动，让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生物

学，更好地尊重生命，并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例如，在讲解“被

子植物的一生”时，教师可将预先准备好的花种子分发给学生，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培养，并定期（1-3 天）书写培养报告，

了解植物生长萌发、生长和开花结果的不易，促使其树立保护植

被的绿色生命观念。通过植物培养实验可以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

生活中的大、小生命的艰难成长历程，产生情感共鸣，并使其更

加关爱与呵护野生动植物。

四、结语

总而言之，确保学生对生命观念有良好的理解是初中生物教

育的重要内容。教师应能够将生命观充分融入课堂教学理念中，

以便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得以实施，并且通过讲解知识渗透生命观

念的含义，灵活地创新与运用生物教学形式，让更多学生能够从

思想上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实现培养其学科素养、提升生物教

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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