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0 Vol. 3 No. 08 2021育人不倦

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六大策略
李杨科　蔡方平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中学校，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高中生物教学改革的推进，有效丰富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素材，扩宽了培养学生思维的空间。教师可以通过加强自主学习、

构建教学情境、应用实践案例、强化实验活动、融入社会热点、开展生活化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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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培养强调快速抓住要领的能力以及质疑辨析能力

的发挥。《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生物学

科教学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批判性思维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必

须要受到足够的关注。高中生物学科知识的发展和更新，即是一

个不断猜测、论证、应用的循环过程，是批判性思维反复应用的

结果。高中生物教师要引导学生基于严格推断，对事物提出质疑

和批判，然后从中获得正确观点，以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知识的认

识和理解。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有以下六个策略：

一、加强自主学习，培养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教师可以在对课

本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整合，以学

生为中心构建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让

学生独立思考、主动质疑、大胆表达，从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达成学习目标。

例如：在讲解《细胞膜——系统的边界》时，教师可以采用

微课视频的形式，为学生展示细胞膜的制备实验，让学生在课前

对课堂内容进行自主预习。对于学生而言，通过观看生动的视频

完成预习任务，比使用教材预期更为轻松。课堂上，学生已经通

过自主学习，初步了解细胞膜的基本结构，课堂上教师可先进行

小组内分享和答疑。组内学生会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细胞膜，

为什么是系统的边界？”“当水进入动物细胞内，会将其涨破，

动物体内的细胞难道没在水环境吗？”“制备细胞膜只能用哺乳

动物成熟红细胞吗？”组内另一些学生会主动翻书、查资料解答

问题。最后，教师再将组内的学习要点和疑惑提交组间交流和解答。

课堂上呈现出相互提问、相互答疑的学习场，学生在不断质疑和

论证中提升了批判性思维，同时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构建教学情境，培养批判性思维

教学情境对学生情感和思维都具有激发作用，是对学生的有

效启发和无声引导，能引发学生对生物知识的深入思考，促进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教师应充分信任学生，努力构建切合实际

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其中感悟知识并对其展开深层次探索。

例如：人教版必修一《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这一章知识

较为抽象，通过讨论能量变化，来论述细胞生命活动。复习这部

分内容时，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构建生物情境能使抽象的能

量问题更为直观。首先，教师收集学生体育运动照片，制作成电

子课件，将学生思维带到运动情境中，引导学生从生物学角度探

究“为什么运动过后容易感到饥饿”“为什么运动后肌肉酸痛，

头昏眼花”。其次，顺应学生思路继续谈饥饿和肌肉酸痛的原因，

引出关于能量供应和物质变化的讨论。学习小组将组员发言内容

整理出来，形成思维导图书写在黑板上，学生会对能量的供应和

物质的变化反复思考、提问和论证，进而对各组思维导图进行批

判性发展，进一步完善，最终实现科学思维能力的提升及其对本

章知识的网络构建。

三、应用实践案例，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不同领域，知识是人们的实践成果也是人们的理性思考成

果，而理性思考意味着枯燥，教师可以将生物知识还原于应用，

通过将人们追求生命科学的初衷、过程、成果展示给学生，促使

学生感受其中的人性光辉，提升学科教学趣味性，更加有效地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例如：在讲解人教版必修二《基因的本质》时，教师可以将

DNA指纹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原理和作用作为人文教学素材，

应用到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服务。首先，教师提

问学生关于 DNA 知识的了解，通过谈话导入法引领学生思维。

一边谈话，教师引出利用 DNA 鉴别亲自关系的事例，让学生分

析 DNA技术的这一应用，都为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选择引发网

络热烈讨论的“错换人生”案例，并且设计了开放性话题，“利

用 DNA技术鉴别亲子关系，对两个家庭和当事人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关于这个话题，学生站在不同立场和出发点进行了分析，

在不断地思辨中得到“基因科学的发展，将会为人类生活解决更

多问题”的结论。其次，提出新问题“基因科学还可以应用在哪

些领域？”启发学生思考生物学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巨大意义，引

导学生批判性地研究 DNA技术的发展。此时，笔者提出了转基因

粮食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引导学生通过更多的基因技术实践应用

案例认识基因技术，带着更多的敬畏之心去了解基因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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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实验活动，培养批判性思维

实验本身是验证或者探索活动，在高中教学中，生物学实验

教学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由不同学生操作同一个

实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现象和结果，并且帮助学生获取到不同

的知识；即使是同一个实验同一个学生，多次做后的现象和结果

也可能不同。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反复对比，对实验误差的精准分析，

对实验材料的不断尝试，对实验装置的持续完善，这就是一个猜

测——改进——求证——再猜测——再改进——再求证的螺旋上

升过程，也就是批判性思维锻炼的过程。

例如：学习《细胞不能无限长大》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

结合实验和导学问题，启发学生思考都有哪些因素制约的细胞长

大及其为什么都比较微小。教学时，教师可以叫学生先预习，明

白实验的基本原理和大概步骤，然后在实验室让学生回顾预习所

知并相互纠错，特别是实验原理和实验步骤的联系上，让学生不

仅要知道实验每个环节的操作方法，而且明白操作设计的原理，

以及不这样操作会有什么不同现象和结论，引导学生对实验操作

和生物知识进行深层次思辨。同时，实验时要帮助学生分析组员

之间或不同组之间出现差异现象的原因，并不断纠错、实验验证，

最终让学生明白现象和结果间的逻辑关系。比如该实验中，可以

让学生尝试用清水代替氢氧化钠溶液会出现什么结果并分析；用

碘液代替氢氧化钠溶液，用大小相似的淀粉块代替含酚酞的琼脂

块又会是什么现象。通过不断尝试和批判，感受科学实验的艰辛，

感悟科学发现都是在不断的假说和验证中趋于完善，得出相对准

确的结论的。

五、融入社会热点，培养批判性思维

高中阶段，学生逐渐形成独立的人格，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

到社会生活中。为了提升生物课堂趣味性，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

批判性思维，教师可以将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

从生物学角度认知社会问题。

例如：教师将生态环境现状与教材知识相联系，使学生深刻

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树立保护生态平衡意识。

在教学生物性污染及其预防知识时，教师将石葫芦的入侵案例引

入课堂，引发了学生的深入思考和激励讨论，取得了很好的课堂

效果。首先，笔者为学生呈现了水葫芦作为花卉养在玻璃缸中的

形态，让学生欣赏水葫芦之美。其次，在投影屏上为学生展现一

片长满水葫芦的水域，并提问学生道：“这片水葫芦漂亮吗，大

家想一想水葫芦下面的水生物生存环境如何呢？”为了构建更为

真实的教学情境，教师采用了真实的水葫芦入侵照片。当学生陷

入沉思，教师对这一生物入侵事件进行简单说明。看到当地政府

每年花在清除葫芦方面的资金，学生十分震撼，他们说：“很难

想象这样一株小草翠绿的植物也有如此凶悍的一面。”不仅能够

阻碍大小船只的航行，而且能导致其他植物无法生存，从而切断

食物链，破坏水域生态平衡。通过这个案例，学生意识到生态是

一个整体的系统，处于这一系统中的任何生物都不能独善其身，

人类维护生态平衡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具体到个人而言，

不能因为某种生物看上去无害就随意放生，以免造成生态失衡。

六、开展生活化教学，培养批判性思维

生物学生以独特视角认知世界，从研究生命入手，推动人类

社会的发展。对高中生物学的学习，既是帮助学生独特的视角展

开对生命活动的理性认知，也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帮助学生

树立研究生命活动的科学态度、培养开展生物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为了拉近学生与生物课程的距离，教师可以对教学方式进行生活

化处理，促进学生对教材内容的创新理解。

例如：在对《免疫学的应用》这一节知识进行讲解时，可以

取材生活，从生活中的免疫工作入手，为学生讲解知识。首先，

教师收集数据和图表，以直观化的方式为学生呈现乙肝疫苗的接

种率变化曲线与乙肝患者的数量变化关系，以此来引发学生对免

疫预防工作的深思。其次，提问学生都接受过哪些疫苗接种，并

让学生在纸上写出来，促使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接种情况。

通过两个生活事例，学生已经对免疫预防、免疫、治疗建立起初

步认识，疫苗所发挥的作用呼之欲出。再次，学生从自身体验出发，

探索免疫学知识的应用。此时，通过辩论启发学生从正反两个方

向看待疫苗作用，不断提出观点、分析观点，在批判中展开知识

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在不断的批判中掌

握本节知识。当学生意识到为了人类健康科学家在免疫领域所投

入的巨大精力，切身感受到疫苗对人类健康的重要性，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树立起免疫预防的健康观、珍惜健康的生命观。

七、结语

总而言之，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曲

折的过程，教师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通过多收集

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营造宽松自主的

探究氛围，加强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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