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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校生物教学中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王利军 

（长江大学  湖北荆州  434000） 

摘要：在任何一个领域的不断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只有做出不断的创新，才能够实现更加有效的发展。因此，基于高校的生

物专业课程知识的教学，教师培养更多创新性的全面成长的人才，是非常的具有必要性的。文章基于对高校的生物教师在教学中，

不断推动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学实践，对教师的具体教学创新策略做出探究，以期为教师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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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物学科知识的学习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就是一门非

常基础的课程科目，在学生对这一专业知识进行学习时，能够更好

地帮助学生启发思维，以更加灵活化的方式展开对于生物专业知识

的探究与思考。而目前阶段的许多高校教师的生物教学存在着相关

的教学问题，阻碍着教师的创新能力培养教学，这就可能更大程度

的极大教师的教学难度，更加需要教师做出完善的教学思考，展开

实际的创新性的生物教学实践。 

一、全面更新生物课堂教学模式 

教育领域需要教育者针对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形势和情况，针对

现存的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和做出全面的思考，对教育做出不断的创

新的。在高校教师对学生开展的生物教学过程中，教师创新自身的

教育理念以及教育模式，在更加新颖有效的教育目标的指导之下，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以更加灵活的思维投入进对

于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之中，能够帮助学生启发智力，懂得创新的

意义和价值。 

高校的许多教师在对学生开展生物专业的知识教学时，教师都

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依托，开展一种具有灌输性质和填鸭式教学

色彩的生物教学实践。学生在教师这一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影响下，

可能无法更加深入的投入进对于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之中，

教师的生物教学始终停留在最浅层的方面，没有更大程度的帮助学

生启发思维和智力，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在兴趣化的学习心理

引导下，帮助学生更多的投入进对于生物知识的学习之中，导致学

生的学习无法得到更好地落实，对于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效果也不

好。因此，在教师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和理念的指引下，

教师更加全面的促进教学改革，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构建课堂，并

且在全新的创新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帮助学生能够提升对于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深入学习。例如，当教师针对生物的教材内容做

出分析与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联系不同的生物知识点，甚

至理科类的物理化学不同的知识，打造学科间的相通性，并且引导

学生在课前进行知识的预习学习，让学生在预习的基础之上，带着

问题听讲。学生的生物课堂学习才会更加有针对性，自身的大脑更

加积极和活跃，创新意识也就可以得到更好地激发。由此而言，高

校生物教师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运用之下，可以良好地改善课堂教

学效果，使得创新教育落到实处。 

二、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意识 

教师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学，在开展具体的教学实

践之前，首先需要在内心充分明确，需要如何启发学生的思维，才

能够帮助学生开展有效的创新[1]。因此，在教师的思考中就会发现，

只有帮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于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以

及对于生物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实践学习之中，才能够在更多的学

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启发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在发现问题之后，

对于问题进行探究，整合已学习的生物专业知识进行探讨与研究，

从而将问题进行解决。学生还会在更多的与伙伴进行知识的探索学

习与交流，相互交换自身的想法和表达自己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思

路，在学生的这一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激发创新意识。

另外，高校的生物教师还更多的需要基于生物的教材知识内容，为

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营造良好的思考学习的教学氛围，

引导学生在一种问题式和探究式的教学情境的影响之下，不断地落

实自身的学习，学生对于问题的解决意识和积极性也就更强，其中

所产生的创新性教育效果也就会更好。 

三、鼓励学生参与课题互动与提问 

在教师的实际教学实践过程中，以一种更加具有创新性想法的

方式帮助学生实现更好的知识落实与学习，也是对学生非常的具有

帮助效果的。高校的生物教师重视基于已有的教学理念和模式之

中，以更加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思维展开教学研究和思考，寻找能够

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想法的教学方式，影响学生，启

发学生。 

高校的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是具有一定难度和

学习的挑战性的，因此，在学生的课堂学习之中，学生也就必定会

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对于知识点的学习产生疑惑[2]。那么，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也就可以在更多的鼓励和引导学生对于所学知识产

生的问题进行提问和质疑中，帮助学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例如，

当教师对学生讲解到某一个生物知识点时，由于知识点设计的范围

较广，可能超出了学生对于专业生物知识的学习认知，学生也就会

产生疑问，教师可以在猜测学生的思想的基础上，反问学生是否对

这一知识点产生了某种疑问，或者在学习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学生

在教师的提问下，也就会更加大胆的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教师

在课堂中也可以更多的参与进与学生的互动交流之中，拉近与学生

的课堂距离，让学生更加近距离的感受到教师的存在，对于知识的

学习会得到更加全面的落实。并且，在学生进行主动式提问的过程

中，听问题的学生也许并没有产生这一疑问，也会将自身的思维带

动起来，一起思考这一问题，想要寻求一个标准的答案。学生们的

思维也就在无形的思考之中得到更加灵活化的培养，更加的具有创

新性的想法和意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的生物教师对学生的教学中，充分重视开展对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教育，是非常的具有教育前瞻性和可行

性的。教师能够在更加全面的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基础上，更加

深入的将专业性的生物知识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在创新思维的影

响之下进行学习，深入吸收知识。并且，学生在创新思维的引导下，

对于生物专业知识的学习也会更加具有积极性，教师的课堂教学质

量可以得到更加显著的提升，对于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得到更加全

面的创新与改革，其中所产生的积极性生物教学影响也就是不言而

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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