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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背景下初中生物的教学改革漫谈
王晶晶

（蚌埠市第六中学，安徽 蚌埠 233000）

摘要：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人类的各项工作当中，教师也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信息技术，这是科学技术进步带动教学

改革的具体表现。尽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中心，但发挥主体作用的依旧是教师，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直接关系着教学

效率的高低，也会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绩。传统生物课教学以教材、课件、试卷为主要教学内容，生物教师口头讲解为主要教学方式，

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有必要针对生物课进行信息化改革。本文就信息化背景下初中生

物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提供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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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改革不光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要求对教

师的教学观念进行改革，生物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时，要改

变以往消极观念，不能将信息技术当作减轻自身教学压力的工具，

而应把信息技术变成提升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初中生物教师应

努力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并将信息技术有效应用到日常教

学当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在初中生物课中进行

信息化教学，要求教师熟练运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利用多媒体

等技术搭建生物数字课堂，从而直观展示生物教学内容，让学生

了解动物和人类的演化过程，以及地球的起源和基因的传递，促

使学生以科学思维学习生物课内容。

一、初中生物课堂信息化改革的意义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法，提高了人们获

取信息的效率，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信息化发展。信息技术在对

教育赋能时，不光改变了传统教育教学方式，还提供了丰富的教

育教学资源，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观念，从而推动了教学理论的整

体转变。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处于中心地位，拥有极大的权力，

并且掌握着对教学内容的解释权，但在进行信息化教学时，教师

应将学生放在中心地位，并围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寻

找合适的教学资源，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提高学生对生物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二、初中生物课教学现状

（一）学生学习兴趣较低

生物是探究生命起源的学科，需要以科学思维运用科学手段

进行探索和发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借助到大量其他学科的知识，

并且要通过经年累月的观察和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观点或理论，例

如很多生物学家都会对某种动物或植物进行几十年的观察研究。

因此生物课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但在初中生物课教学

中，教师主要围绕课本向学生讲解生物学概念和理论，只要求学

生将其记住即可，不教授学生生物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导致学生

对生物学的理解只停留在宽泛的概念和理论上，不了解生物学科

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从而失去了对生物课的学习

兴趣。

（二）教师教学方式单一

口头讲解是教学的必要手段，但这不应成为教师的唯一教学

手段，因为学生的心智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通过课本内

容和教师讲解，学生无法完全理解学科知识，教师如果不扩展教

学方式，采用多种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那就失去

了教师教书育人的作用。生物课内容包含诸多的生物学现象，如

光合作用、基因繁殖、神经调节等等，如果初中生物教师不利用

其他教学方式对这些现象进行形象讲解，那学生只能通过高度抽

象的文字或图片来进行想象，无法对其产生深入理解，也无法将

生物学知识应用在日常观察和探索中。

（三）教学资源匮乏

教学资源包括一切有助于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要素，无论是

书籍、视频还是图书馆、博物馆都可以成为教师教学工作中有效

的教育资源。但除了教材或与生物学相关的书籍之外，大多数初

中生物教师手中并没有太多的教学资源，另一方面生物是一门探

索性较强的学科，如果教师不带领学生开展生物实验、解剖生物

结构、观察生物现象，只让学生坐在教室内学习生物课教材，会

导致学生难以将生物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无法了解生物学

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四）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不强

生物学与自然息息相关，学生在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会观察到

大量的植物和动物，但因为平常没有养成观察意识，导致学生无

法在日常进行自主学习，也不会主动探索大自然中的生物学现象

和生物规律，加上学业繁重和学习时间紧张，学生也没有精力和

时间将生物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进行探究。另外自主学习不仅指

主动学习课本内容，还要主动学习生物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理解

生物课本上的知识点。

三、初中生物课程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利用微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微课是指将有价值的教学内容浓缩成一段视频，让学生在课

上或课下跟随短视频学习，因为视频较短，承载内容有限，所以

微课视频里一般只包含关键教学内容，这样也容易引起学生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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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容的重视。尽管生物课本以理论内容为主，但教师可以将生

物课中所涉及到的实验制作成微课，让学生在课上或课下跟做，

从而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生物研究方法，

并理解实验背后所揭示的生物学规律。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绿色植物与生物

圈中的碳 -氧平衡》这一章时，我就设计了一个关于植物呼吸的

实验，并让学生提前准备好实验用具，在课堂上边观看微课视频

边跟做实验。学生首先将一杯水、一勺油、一个空玻璃杯和一把

青菜摆放在桌面上，然后将油倒入水杯，再将青菜插入水杯，最

后用空玻璃杯把它们罩起来，并将杯子放在阳光下，并让学生进

行持续观察，过了一段时间罩在上面的玻璃杯上充满了水蒸气，

这就说明植物在呼吸。学生通过跟做实验清晰地观察了植物呼吸

的整个过程，理解了不同生物独特的生物现象，对课本中关于光

合作用和植物呼吸的理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学方式

多媒体技术集合了声音、文字、视频等多种展示方式，具有

较强直观性和互动性，有利于学生快速理解授课内容。多媒体技

术的展示方式与丰富的教学资源相结合，可以提高教学资源的使

用效果，并且也符合学生从具象到抽象来理解事物的思维特点。

除此之外，多媒体技术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方式，把教师从课本中

解放了出来，学生也能够与教师进行平等互动，并对生物课内容

产生新鲜感，从而提高了自身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一章《鱼》这一节时，我

就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海底视频，在课堂上营造出海底的氛围，

并且自己充当主持人，让学生扮演不同的鱼类，模仿鱼类游动，

我再对这些“鱼儿”进行随机提问，让学生说出自己扮演的鱼类

名称及生物特征。这样不但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加了学生和教师

之间的互动，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并记住在课堂上学到的生物

学知识，让学生体验到了生物课堂的魅力。

（三）利用互联网技术，扩展生物教学资源

生物学本身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研究对象包括植物、动物

和微生物，研究内容包括基因、细胞、种群、生态系统等等，研

究方法有化学方法、医学方法、物理方法等等，因此生物学具有

复杂性和综合性较强的特点，所需要的教学资源也十分多种多样。

互联网上的拥有海量的信息，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生物教学资源，

比如有生物学专家的讲座视频、生物学科普书籍、生物实验视频、

生物课教学课件、动植物和微生物相关的纪录片等等。教师可以

在网上轻易获取这些资源，并且可以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将其

建设成生物教学资源库。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课本内

容与资源库内容结合起来，通过视频、文字和图片来帮助学生理

解生物学概念，观察生物学现象，这样学生对生物学的认识将变

得立体真实起来。

例如，在教授人教版七年级下册《人体内物质的运输》这一

章节时，我先带学生观看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出品的纪录片《人

体的旅行》的部分片段，让学生对人体内部结构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向学生播放了由 BBC 出品的纪录片《神奇的血液》，并结合

该纪录片内容向学生讲解血液的作用、经脉和动脉的区别和心脏

的结构，让学生直观了解到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心脏和血

液的在人体内发挥的作用以及运作的方式。通过丰富的教学资源

向学生讲解课程内容，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生物的内部构造和具体

运作模式，理解生物学概念背后所代表的具体物质和现象，从而

让将生物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思考。

（四）利用社交软件结合课后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积极

性

社交软件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交流工具，中学生更是从小就

在使用社交软件的过程中长大，因此教师可以利用社交软件与学

生沟通教学内容，向学生收集教学意见，并且还可以利用社交软

件布置课前或课后任务。在学生出现作业问题时，教师也应可以

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生物学现象无处不在，对生物的观察和研

究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教师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与学生进行远程

视频或在班级群内交流，带领学生在各自家中或户外开展生物观

察或生物实验活动，让学生了解生活中所涉及到的生物知识，提

高学生在生活中运用生物知识的能力。

例如，有的学生寒暑假会去风景区旅游，因此有机会见到比

较珍稀的植物或者动物，教师可以让学生拍摄一些图片或视频并

发到班级群里，教师在班级群内对其进行讲解，让其他学生一起

了解这些珍稀的植物或动物。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积极性，加强了学生课后主动探索生物世界的学习意识。

四、结语

通过在初中生物课堂中应用信息化教学改革，利用微课、多

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社交软件等，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教师的教学效率，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的教学

方式得到了丰富，教学资源得到了扩充，既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水平，

又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了更多的生

物学知识。学生也从中学到生物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并通过不断

实践理解了课本上要求掌握的生物学规律，改变了以往对生物课

堂的看法，并积极参与到生物课堂当中，不但提升了自己的学习

成绩，也提升了自己的生物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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