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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生活化教学在高中生物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程世红

（广东省深圳市高级中学 518000）

摘要：生活化教学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教学策略，学生的生活经验是建构生物学概念最有效的资源。本文以“生
态系统的结构”为例，阐述生活化教学在高中生物学概念构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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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是教师通过捕捉生活中蕴含的学科相关知识，利用
学生目前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导他们进行合作探究，获得某些学科
的知识并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教学策略。生活化教学一般包括四个
步骤：①明晰生活化教学目标（明确现实生活的要求，注重学科功
能和生活意义的结合）②开发生活化教学资源（精选生活化素材，
创造学习学科重要概念所需的条件）③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构建
真实的生活情境，理解学科重要概念的内在逻辑）④实施生活化教
学评价（布置生活化作业，拓展应用深化概念）[1]。

1 生活化教学策略在概念教学中的应用
1.1 明晰生活化教学目标
陶行知指出，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通过生活才能体现出教

育的力量。生活是一个大课堂，学习是学生的生活实践活动。生物
学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学生学习生物学课程后，应将生
物学知识用于个人决策或参与某些公众事务讨论。因此，教学目标
的确立要关注教材知识与学生生活经验的关系，追寻课程对学生当
下生活和未来生活的意义，提高生物教学的针对性。

人类的生存受制于环境，其活动又影响环境。在“生态系统的
结构”一节的概念教学中，教师分析与“生态系统的结构”有关的
概念，确定各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概念结构图表示。在教学实践中，
列举学生身边常见的生态系统，关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概
念构建，达到帮助学生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解释生活中有关环
境的社会性问题的教学目标。

1.2 整合生活化教学资源
新人教版（2019 版）高中生物学教材的生活化特色十分鲜明，

包含非常丰富的生活化教学的素材，很多栏目都能体现出 “生活
化教学”的理念。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内容时，不仅可以深度挖掘
教材中的生活化元素，还可以从学生的生活常识、自然现象、现实
的生产经验、生命科学史和生物科技前沿中选择素材，把生活中的
教学资源与生物学知识融会贯通。学生在学习重要概念后，可以借
助这些素材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解释一些生物现象和揭示一些
事物的本质。

教材是教师教学活动使用的主要资源，教师只有立足于教材、
挖掘教材，学生才能直面教材、重视教材。森林、草原、农田、海
洋、湖泊等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结构”一节
的教材中可提炼出许多生活化素材，从教材出发又可以开发新的生
活化教学资源。这样，教材就成为了沟通课堂与生活的桥梁。教师
利用好这些贴近生活的素材，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生态
系统的认识由生活经验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和科学概念。

1.3 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建构主义理论指出,学习是学习者将目前已有的经验主动建构

成新的知识的过程。抽象性是概念的显著特点，概念的获得必须依
赖于学习者对事物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因此，创设学生熟悉的、
真实的生活情境对概念的构建尤为重要。池塘是学生非常熟悉的生
态系统，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一节的教学中，教师课前布置任务：
调查校园小池塘的生物类型和环境条件，并画出示意图。课堂导入
让学生分享池塘边的趣事，讨论：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有怎样的关
系？通过观察分析，学生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由生活经验上升为理性
认识和科学概念。

教师充分利用池塘生态系统的调查结果，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

习：①将池塘生态系统的各组成成分归类，分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
画出池塘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型；②分析池塘生物之间的食物关系，
构建池塘的食物链和食物网；③以池塘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为例，分
析各营养级生物的数量变化规律，构建捕食者与捕食者数量变化的
反馈调节模型。通过上述的合作探究活动，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
中构建出概念模型，纠正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非生物的物质和能
量、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前科学概念，在富有生活气息的生
物课堂中解决问题，建构出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的组成成
分和食物链和食物网（或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的科学概念。

1.4 实施生活化教学评价
生活化评价的过程和方式应具有生活色彩，《中国高考评价体

系》明确提出，高考试题的情境设计要贴近考生的学习活动和日常
生活[2]。教师应注重选择一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课后习题进行练
习，或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课后实践，如辩论赛、模型制作、社会调
查等检查学生对概念的掌握情况。学生在亲身实践中真实地感受
到，生物学概念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可以用于解释现实生活中的
问题，在应用概念中深化对概念的理解，体验到学习生物学的价值
和意义。

本节教学结束后，教师可以布置多样化的作业检测学生对“生
态系统的结构”概念的建构情况。练习 1：请写出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涉及到的食物链。（以生活中常听到的谚语为背景，检测食物
链的书写规范。）练习 2：疟疾专家主张，为杀灭传播疟疾的蚊子，
今后需要大量使用 DDT。你有什么看法？（通过评论不科学的观点，
引导学生用物质和能量观分析问题，认同有害物质会沿食物链而富
集，指导学生健康生活、科学生活。）练习 3：尝试利用生活用品制
作“生态瓶”。（通过设计“生态瓶”的探究活动，增加学生对生
态系统的感性认知，理解生态系统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深化学
生对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的认识。）

2.生活化教学实践的思考
上述案例中，教师通过梳理概念间的关系确定生活化教学目

标，挖掘教材内外的生活化教学素材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对校
园内熟悉的小池塘展开调查活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分析问题，将
封闭的课堂教学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学，真正把学生的生活带进了生
物课堂。课后评价时，教师精心设计习题把课堂延伸到社会生活当
中，将课堂知识、技能的学习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从知、
情、意、行多个方面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让学生感受到生物
学概念既来源于生活，又可以解释生活。

生活是学科发展的土壤和动力，科学有效地选用生活中的各种
教学资源，适度引进学生必要的生活体验，将生物学重要概念的教
学与现实生活有机融合，逐步将生活经验提升为科学概念。当然，
教学生活化的落实也存在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进一
步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切实实施生活化的课程教学设计、建
立一套可操作的评价机制、实现社会、学校与师生良性互动等，这
些问题都值得一线教师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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