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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廖　英

（赣州市南康区第一中学，江西 赣州 341400）

摘要：随着教学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应用情境教学。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出要重视情境教学，积极探索基于情境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索式等课堂教学方法。因此，在高中生

物教学中，教师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情境教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情景教学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进行

研究，为高中生物教育工作者教育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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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是高中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近距离接近神奇、

美妙生命本质的重要途径。生物课程内容极具趣味性，贴近于学

生的实际生活，能够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借助情境教学法，吸引学生

注意力，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主动

学习的过程中培养探究能力与创新能力，通过知识内化提升生物

科学素养。如何满足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生物学基础知识，

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一、情境教学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有利于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对高中生物教学改革来说，情境教学法是达成生物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关键所在。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很多学生对生物学概念

的学习仍停留在“死记硬背”的观念上，主要采取记忆与背诵形

式学习生物学概念。缺少情境所习得的生物学概念，忽略概念的

形成过程与条件，以“背”的形式记忆最终结论，容易导致学生

对概念做出绝对的理解，不能灵活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实质上生

物学科学探究能力与科学思维的培养，需要建立在特定的情境中，

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好奇心，引

导学生主动探究，进而帮助学生更快更好的掌握科学概念与科学

方法，让学生在体验科学探究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学科核心素养。

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开展情境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在

教学过程中渗透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帮助学生适应不断变

化的社会生活。

（二）有利于促使学生知识深加工

在情境教学过程中，教师将生物学教学与问题情境有效结合

起来，以此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促使学生知识深加工水平的

提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呈现认知冲突问题、生物学社会

问题等，让学生在深入剖析中理解与感悟生物学知识，以此培养

学生的学科意识，让学生在探究中形成良好科学思维习惯，指导

学生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问题。

二、情境教学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一）缺乏充足的情境资源积累

在情境教学法实际应用过程中，教师对情境素材筛选与选取

存在一定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师对情境素材资源

的收集意识不足。情境资源渠道较为丰富，不仅出现在教学素材

与网络教学资源中，同时也出现在教师的个人生活中，情境素材

资源种类丰富。但多数教师往往会在备课时再去寻找相应的素材，

耗费大量时间从海量信息中选取合适的素材，缺少自己的系统化

资源库，无形中增加了备课时长。二是教师资源整合能力有待提升。

高中生物学中的内容与生活、社会联系紧密，大量社会新闻可应

用于教学课堂中，但多数教师不善于发现与积累身边的素材资源，

缺少对新颖素材的收集与整合，难以吸引学生关注的目光。

（二）教师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情境教学活动的设计需要教师的创新能力，教学设计的新颖

程度与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创新能力水平。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教师获取教学设计案例资源的过程越来越便利，

部分教师在备案过程中选择直接套用网上教学设计，缺乏相应的

创新与个人思考。在实际教学设计中，素材的寻找与筛选，情境

方式的设置，课堂顺序安排等过程需要花费教师大量时间与精力，

但多数教师个人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较为薄弱，难以结合现有资

源与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创新。

三、情境教学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强化教学资源整合，丰富素材积累经验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平台为教师的情景教学

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为情境创设提供了大量素材，极大丰富了

课程教学内容。因此教师要强化对资源的整合，丰富自身素材积

累经验，主要可从以下两个途径入手：一是网络途径。教师要结

合教学内容选取合适的情境素材，同时也要使素材具有科学性与

美观性，能够在符合课程要求的同时，吸引学生的积极参与。在

资源整合过程中，要对图文素材与视频素材等进行进一步加工处

理，使教师在选取资源时能够快速获得。比如“微博热搜榜”，

微博是丰富的生物教学资源库，其具备当下的热点动态话题，即

时更新的热点新闻事件与生物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教师在选取

过程中，要善于抓住与高中生物学相关的热点问题，结合课程内

容及时引进课堂活动中，以提升课程内容的实效性。二是个人生

活途径。生活中有很多与生物学息息相关的情境素材，教师要善

于从自身各个方面关注生活，强化对教育资源的记录与积累。比

如人们的衣物面料材质与生物学相关，常见的羊毛衫与蚕丝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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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动物蛋白相关，棉衣、棉被等与植物纤维素相关，教师可通

过拍照或录像等方式记录下来，在备课中将其引入相应的课程中。

再比如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与食品安全等与生物学相关，肉类、蛋

类等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再比如人们的生活中也存在很多

与生物学相关的经验，包括加酶洗衣粉时需用温水，泡菜坛要加

入坛沿水，制作米酒时中间要留中空等。因此，教师在个人生活

中要对有关生物学的体验进行记录，比如教师可以用冬季校园里

的黄树叶一树叶凋零现象，向学生讲解植物激素脱落酸的作用等，

将各类生活素材制作成独特的教育资源，善于记录与积累身边事

物，以此创造出具有个人特点的情境教学素材，同时向学生传达

生物学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理念。

（二）构建实物教学情境，增加学生学习新鲜感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实物直观呈现的方式创设情境，

这样不仅可以使抽象的知识具象化，利于学生理解，同时还可以

为学生带来感官刺激，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物不仅包括具体实物，

同时也包括模型实物，既可以由教师制作模型进行演示，同时也

可以组织学生动手制作。例如在讲解“植物细胞有细胞分裂过程”

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制作染色体和染色纸的模型，将教材中二

维静态的图转化为动态演示过程，让学生建立起细胞有丝分裂全

过程的直观了解，强化对染色体形态、结构、数量变化等知识点

的记忆。再比如在讲解“氨基酸脱水缩合过程”时，教师可组织

学生利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纸片与双面胶材料制作多肽的结

构式，通过小组合作形式演示多肽折叠变化过程，帮助学生了解

肽链折叠和曲盘等变化。除课堂教学外，教师还可以将此内容作

为课后延伸，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尝试制作真核细胞的结构模型，

更清晰地认识真核细胞中细胞器的形态与结构。因此教师要组织

学生以小组形式结合课程模拟图，制作多样化生物学模型。实物

情境创设大多取材于生活，不仅可以增强课堂趣味性与学生学习

的新鲜感，同时可以强化生物学知识与生活的联系。

（三）设置生活教学情境，强化新知旧识联系

生物学知识取材于生活，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活。高中生物

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生活中也存在很多与生物学相关的现

象。高中生本身具备一定的生活经验与学习经验，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结合学生已有经验，创设生活情境，强化新知识与旧经验

的联系，帮助学生尽快理解课程内容，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迁移

与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例如，在课程“生命活动的承担者——蛋白质”教学中，教

师在课程导入环节可以为学生设置生活情境，为学生展示生活中

关于蛋白质的场景，比如动物组织中提取的胶原蛋白可用做手术

缝合线，同学们吃早餐画面，健身人士常吃的鸡胸肉与蛋白粉，

医院免疫力低下群体或术后愈合者所服用的氨基酸口服液等。高

一阶段学生还未学习有机化学，对氨基酸与蛋白质的化学知识了

解不多，而细胞的分子组成是微观内容，直接讲解学生无法透彻

理解，通过强化学习内容与生活的联系，可以提升学生的学科兴趣，

结合学生经验基础展开教学有助于增强教学内容的亲和力。

（四）立足生物学科特点，设置实验教学情境

生物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其课程内容与科学

实验密切相关。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为学生创设出实验

情境，带领学生在实验中学习生物知识，完善自身知识框架，掌

握良好的生物科学方法与实验技能，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

例如在“影响酶活性的条件——PH对酶活性的影响”实验中，

教师可以提前为学生准备相应的材料，包括试管、酒精灯等物品，

将淀粉酶溶液分别注入三个干净的试管中，并标记序号；而后向

三个试管中分别注入蒸馏水、氢氧化钠溶液、稀盐酸各 1ml，各

注入 2ml 可溶性淀粉溶液；接着将三支试管下半部分放置于温水

中，静置 5min。最后向试管内注入斐林试剂，观察试管液体颜色。

此实验的直观性较强，学生可以直接从液体颜色中总结实验结果。

相较于理论课程教学，实验教学过程更具有直观性，学生对酶活

性相关知识的记忆更加清晰与具体，可以让学生在了解生物原理

的同时，培养科学探究精神。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生物学科知识点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合理高

效的情境能够帮助学生完成生物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知识的内化，

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投入到生物学科学习中。因此，

教师要强化对情境教学法的应用，一方面在生活与网络等多个途

径有意识地收集教学资源，并将其整合成相应的课程内容，另一

方面要创设富有趣味与探索欲望的情境，通过实物教学情境，生

物教学情境等方法带动学生的参与，以此推动生物学科教学效果，

让学生建立起对生物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热爱，进而促使学生的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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