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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途径
陈联进

（石狮市第七中学，福建 石狮 362700）

摘要：生物课程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对生物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树立生命观念，形成科学思维，并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新课程标准

越来越强调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激发学生逻辑思维，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成为当前生物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生物教师要立足于

学科核心素养，积极摸索和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学生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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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应试教育越来越受到批判的环境下，学生综合发展能

力愈受重视。生物学科研究的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相比

于其他学科，它具有更强的生活相关性。学习生物，需要学生养

成观察生活的习惯，以敬畏生命的态度总结生物活动规律，发现

生命的奥秘。教育研究发现，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操作动手能力

对于科研事业帮助作用很大。因此，立足于学科核心素养，激发

学生逻辑思维和动手能力，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是当前生物教学

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此，笔者将就本文讨论如何创新生物教学

提高学生的生物思维能力，希望给初中生物教学提供一些思路。

一、探究式教学设计，引导思维逻辑

探究式的教学情境是引导学生进行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的开

始，在传统的初中生物课堂上，教师普遍开篇就进入课程内容，

重点讲解理论知识，并不重视对学生思维进行引导，导致学生普

遍缺少独立思考能力。探究式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理清思维逻辑顺

序，发展完整清晰的思维逻辑。

例如，《种子萌发形成幼苗》这一课，教师就可以将教学设

计成探究模式。在课程前一至两周开始准备，先让学生思考一颗

饱满、完好的种子在怎样的外界条件帮助下才能萌芽；然后带一

些优质的黄豆种子，和学生一起设置好培养条件，将培养容器放

置在教师内，并请学生按时记录种子的萌芽过程，有条件的学校

可以放置录像机记录种子的萌芽过程。在探究中可以发现，黄豆

种子的萌芽过程应该是种子吸水、成长，种皮破裂为幼芽萌发创

造条件；然后胚根伸长，发育成幼根；之后胚轴不断成长，带着

两篇叶子向上延伸，最后成长为完整的茎和叶。进行观察探究后，

教师向学生提出总结性问题：为什么播下的种子并不能都发芽成

功，让学生总结原因。在教学中贯穿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实际观

察生物现象，探究生物现象下的本质规律，可以帮助他们培养思

维能力。

二、运用直观式教学方法，深化生物认知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了加快讲课进度、培养应试技能，通

常会跳过实验环节直接讲理论内容，对于一些抽象知识学生只能

靠死记硬背，学习效率低。而直观式教学方法是运用实验、多媒

体手段，直观展示抽象性的知识。教师在生物教学中应该创造条

件将抽象知识直观化展示，深化学生的生物认知。一方面可以采

用多媒体直观展示法，展示细胞的运动、复杂的生物实验过程等

等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用实验探究法，设置生物探究问题后，

根据生物基础知识和理性思维逻辑进行假设，然后设置实验步骤，

对实验步骤进行设计整理。

例如，学习细胞这一单元知识时，观察细胞是从生物学微观

视角进行的，教学传统一般是利用课本上的细胞图片辅助教学，

但是现在教学设备越来越完善，学校内基本都配有生物实验室，

教学中可以开展实验课，教学生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可以以洋葱

细胞为例进行观察，让学生学习利用显微镜进行生物观察的一般

步骤。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观察前的准备工作，从如何取样，

如何处理细胞样本，载玻片怎样放置到最后怎样调节显微镜设备

才能清晰观察到细胞的形态。用过这样的实验教学，让学生在显

微镜下直观观察细胞结构，让学生感受生物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从而帮助学生发展科学思维。

三、教学联系生活实际，树立科研思维

学习生物首先要树立生命观念，在生命观念的引导下，加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帮助学生树立用知识和研究造福人类的科学

精神。因此，教师要从生活入手，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探究生活

中有意义的生物研究。比如，学习《绿色植物的生活方式》这一

课时，教师就可以带学生走出教室，进入操场，观察树木、花草

的生长环境，感受地球上的阳光雨露是如何滋润生命的，进而领

悟整个大自然奇妙，体会生命的顽强。教师也可以结合科研热点，

例如第四代杂交水稻的培育，让学生通过思考杂交水稻的培育方

法和培育过程，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搜集生物学相关知识，在搜集

第四代杂交水稻相关讯息及目前的研究成果时，激发学生科学探

索热情，推动学生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科学探究能力。生活化

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快乐学习，引导学生探究热情，让学生感受生

物学的美。在观察生活时，学生可以捕捉生物学问题、分析思考

生物学知识，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四、结语

随着教育体制愈来愈完善，立足生物核心素养提高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越来越重要，教师在教学中要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培养学生生命观念和理性思维。在教学中，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

创新方法，合理设置探究式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完整的科学

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领会生命的美妙；同时教师要善

于运用先进的实验室设备，让学生切身经历科学研究过程，激发

学生科研热情。总之，教师要从多方面进行教学创新，构建最有

利于学生发展生物素养和思维逻辑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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