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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程厚霞 

（山东省汶上县康驿镇第二中学） 

摘要：观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生动的感性认识形式，它往往通过多种感觉器官的联合活动，并在思维的参与下进行的。初
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要精心组织，找准学生兴趣的最佳触发点，因势利导，使学生产生兴趣，让学生在实验观察中体会成功的
喜悦，从而激发学生更积极、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关键词：生物教学；生物实验；观察能力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观
察，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努力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能力，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研究： 

 
一、明确观察目的 
观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生动的感性认识形式，它往往

通过多种感觉器官的联合活动，并在思维的参与下进行的。在
观察时，必须对观察者预先提出一定的目的或任务，拟定一定
的计划，按计划仔细地观察，提出问题，寻求某种答案，这样
才能保证注意力集中在所要观察的事物中。例如，观察黄瓜果
肉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求学生在观察中认识细胞壁、细胞质、
细胞核和液泡。观察前教师应强调细胞膜紧贴在细胞壁内壁上
不易辨认，有些细胞核也不太清楚，要调好光圈，光线强弱要
控制适当。使学生按照老师提出的目的要求去观察。观察的结
果好坏，可由教师检查，检查方法可采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也可让学生绘制观察的标本图示，这样一定能达到观察的目的。 

二、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和求实态度 
观察能力的提高，有赖于正确的观察程序和方法，教会学

生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观察，对培养学生观察力是很必要的。 
1.先整体观察后局部观察。 
教师要指导学生全面进行观察，抓住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

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样才能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 
例如，观察根尖和根尖的结构，先用肉眼观察认识根的形

态，进而用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根毛的位置，根尖的结构，认
识和掌握根冠、生长区、伸长区及根毛区的细胞结构特点。局
部观察即细微观察，要求学生在观察过程中抓住事物最本质的
属性，捕捉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异，从而发现事物各个侧面的特
点。 

2.对比观察。 
是运用纵横比较进行观察，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对比观

察能使学生从平常的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东西，从相似的事物
中找出差异以及从差异中找出共同点或因果关系。例如：在观
察单子叶植物与双子叶植物形态、结构时，首先向学生强调两种
植物显著区别，一是叶脉的结构：平行脉与网状脉；二是茎的结
构：有无形成层；三是种子胚的结构：一片子叶与两片子叶。另
一方面单子叶与双子叶在叶序上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
它们都属于绿色植物，叶序相似之处是因为光合作用的缘故。又
如：鳞翅目昆虫的分种要从头、胸、腹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种
主要观察胸部。常见的灰蝶科与凤蝶科容易混淆，通过对比观察
从同中找出异点，灰蝶科翅正面花纹少，颜色单一，腹面花纹较
多，颜色较多；而凤蝶科翅正面和腹面花纹和颜色都多。这样通
过对比观察，学生对各科、种的生物特征就易掌握。 

3.重复观察。 
为了保证观察的结果可靠性，观察的次数要多，否则就难

以区分偶然发生和一贯现象，也是巴甫洛夫所说的“观察、观
察、再观察”，他深刻地揭示了观察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例如：
观察脊髓的反射实验，实验目的是验证脊髓具有反射的功能，
属于低级反射中枢。该实验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脑的切除是否干

净，因此，必须进行反复多次的观察。在实验中首先让学生把
去脑的蛙进行翻身反射实验，这样里确定脑是否去除。当然这
种实验要反复进行观察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验证脊髓具有
反射功能时，也应该重复地使用不同浓度硫酸来进行刺激，进
行反复观察，最后使学生认识在适宜的条件刺激下，脊髓能完
成低级的反射功能。在长期的实验教学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
指导学生反复地观察，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 

三、抓住特征，有重点地进行观察 
不同的实验对象时，都有着各自特征，如果样样都去观察，

就会变成无的放矢，最终将一无所获。因此在做实验观察时，
要注意让学生先分析实验对象的独有的特征，根据实验的目的，
列出要观察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重点观察。四、鼓励勤于
思维式的观察 

业精于勤荒于嬉，同样，在生物实验观察方面也要积极地
进行思考。因此教师一定在指导学生做实验观察的时候，不仅
要指导学生用感官和工具去“观”，更要用脑去“察”，要将实
验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判断，通过思维得到正确的
结论，要使“直观性观察”升华为“逻辑性观察”。同时教师也
要在指导的过程中，多设置几个“为什么”，通过一系列的“为
什么”来引导进一步的思维，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几个要注意的问题 
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都要注意

以下三点。 
首先，观察要有明确的目的。观察是一种具有很强目的性

的活动。它要求人们能从纷乱的事物中，迅速、正确地分辨出
所要观察的对象。观察活动的这种特点告诉了我们：观察目的
明确，被观察的对象就完整、清晰；观察目的不明确，被观察
的对象就模糊不清，一无所得。在教学中，教师往往看到这种
情况，即学生都喜欢观察生物，但观察时往往单凭兴趣出发，
只愿意观察他们喜欢观察的对象，而将观察目的弃置一边。因
此，教师要时刻提醒、指导他们按观察目的进行观察。 

其次，观察要有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是进行正确观察所必
需的重要科学素质。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时，要重视对
学生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培养。教师应要求学生在做观
察记录、绘制生物图以及对生物对象描述时，一定要符合观察
到的真实情况。 

在生物实验教学中，教师要精心组织，找准学生兴趣的最
佳触发点，因势利导，使学生产生兴趣，让学生在实验观察中
体会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学生更积极、更广泛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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