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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普化教学法的探索研究

——以细胞生物学为例

桓聪聪

许昌学院医学院　河南省许昌市　461000

摘　要：在当今教育领域，如何让高深的学科知识更易被学生接受和理解是一个关键问题。细胞生物学作为一门具有一定

难度的学科，其概念和原理较为抽象。因此，探索科普化教学法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科普化教学法能够

将晦涩的知识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因此，本文以细胞生物学为例，深入探索

科普化教学法。通过对教学实践的研究，总结出一系列将复杂的细胞生物学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内容的教学策略，旨在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能力，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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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细胞生物学的教学中，科普化教学法可从多方面展

开。利用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如动画、视频等，将细胞的

结构和功能生动地展示出来。同时，开展实验教学活动，

让学生亲自观察细胞的形态和结构，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

总之，科普化教学法在细胞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极

大地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

1. 科普化教学法

科普，顾名思义，是把比较深奥抽象、复杂难懂的科

学现象、道理，用比较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便于科学知

识的普及，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借鉴科普教育

的方式、方法、手段、理念，把“科普化”这一术语引入

教学，提出了“科普化”教学法的新理念。科普化教学法

作为一种创新且极具价值的教学理念，其内涵丰富多样。

首先，它强调将复杂高深的知识进行简化和转化。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贴近生活的实例，将抽象的学

科知识变得易于理解。例如在讲解物理的力学原理时，用

日常生活中推箱子的场景来解释摩擦力和作用力的关系 [1]。

其次，注重趣味性的融入。通过有趣的故事、奇妙的实验

或者生动的多媒体展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

像在化学课堂上进行一场色彩斑斓的化学反应实验，吸引

学生主动探索化学变化的奥秘。最后，科普化教学法鼓励

互动与参与。让学生在亲身实践和小组讨论中深入理解知

识，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它真正实现了让学

习变得轻松、有趣且高效。

2. 科普化教学法应用意义——以细胞生物学为例

2.1.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细胞生物学课程总体知识体系大，专业名词术语多，

识记内容颇多，枯燥抽象、逻辑性强、理论性强，对于学

生而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容易让他们感到枯燥

和难以理解。而科普化教学法的应用，能够极大地改变这

一现状。通过将细胞生物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以

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学生。例如，在讲解细胞的结构时，

可以将细胞比喻成一个微型的工厂，各种细胞器就如同工

厂里的不同车间，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细胞核是“指挥

中心”，负责调控整个细胞的运作；线粒体则是“能量车间”，

为细胞的各种生命活动提供能量。这样的比喻能够让学生

迅速建立起形象的认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2]。

同时，科普化教学法还注重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如

多媒体资源。利用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示细胞的分裂、分

化等过程，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般地观察到细胞内部的神

奇变化。这种直观的感受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更能让他们感受到细胞生物学的魅力，从而主动地去学习

和研究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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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教学效果与知识传播效率

在传统的细胞生物学教学中，教师往往侧重于理论知

识的灌输，学生被动地接受，容易导致知识的掌握不够牢固，

难以灵活运用。而科普化教学法的引入，可以有效地改善

这一问题。科普化教学法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梳理，

将复杂的细胞生物学知识分解成一个个易于理解的小模块。

例如，在讲解细胞信号转导这一复杂的内容时，教师可以

通过简洁明了的图表和流程图，展示信号从细胞外传递到

细胞内，引发一系列反应的过程。学生能够清晰地把握知

识的脉络，绘制思维导图，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此外，

科普化教学法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通

过引导学生对生活中的细胞生物学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

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3. 科普化教学法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巧用比喻和类比，化抽象为具体

细胞生物学中的许多概念和过程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

抽象的，难以直接理解。通过巧妙地运用比喻和类比，可

以将这些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熟悉的、具体的事物或现

象，从而降低学习难度。例如，在讲解细胞膜的结构和功

能时，可以将细胞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城墙和城门。细胞

膜就像城墙一样，将细胞内部与外界环境分隔开来，起到

保护细胞的作用。而细胞膜上的蛋白质通道和载体蛋白等，

则可以类比为城门。城门可以控制人员和物资的进出，同样，

细胞膜上的这些蛋白质也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细胞。通过

这样的比喻，学生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细胞膜的选择性透过

性这一重要特性。又如，在讲解细胞呼吸的过程时，可以

将细胞呼吸类比为汽车的发动机燃烧燃料产生能量的过程。

细胞内的有机物就像汽车的燃料，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

在细胞内被逐步分解，释放出能量。这样的类比可以帮助

学生理解细胞呼吸的本质是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细

胞可以利用的能量。在运用比喻和类比时，教师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一是比喻和类比要恰当、贴切，能够准确地反

映出所讲解知识的本质特征，切不可生拉硬套；二是要结

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已有知识经验，选择学生熟悉的事物

进行比喻和类比；三是要引导学生对比喻和类比进行深入

思考和分析，帮助他们理解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3.2. 运用多媒体资源，增强直观感受

多媒体资源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可以有效

地帮助学生理解细胞生物学中的抽象知识。教师可以利用

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将细胞的结构、功能以

及生命活动过程等直观地展示给学生。例如，在讲解细胞

分裂的过程时，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动画视频，让学生清晰

地看到细胞从间期到分裂期的各个阶段的变化，包括染色

体的复制、纺锤体的形成、姐妹染色单体的分离等。这样

的动态展示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细胞分裂的过程和

机制，比单纯的文字描述和静态图片更加有效。在讲解细

胞的结构时，教师可以利用三维模型图片或虚拟现实技术，

让学生全方位地观察细胞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细胞核、细

胞质、细胞器等。学生可以通过放大、缩小、旋转等操作，

仔细观察细胞器的形态结构和分布位置，从而加深对细胞

结构的理解 [3]。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展示细胞

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案例。又如，展示干细

胞研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等，让学

生了解细胞生物学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探索欲望。也可从身边的具体事例出发，例如，可

以通过动画视频分析新冠病毒侵染人类细胞的过程，探讨

细胞在病毒感染中的防御机制、DNA 病毒与 RNA 病毒的区

别、为什么抗生素不能治疗新冠等问题。这样的案例分析

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

相结合，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在运用多媒体资源时，教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选

择高质量的多媒体资源，确保其内容准确、清晰、生动；

二是要合理安排多媒体资源的使用时机和时长，避免过度

依赖多媒体而忽视了教师的讲解和引导；三是要结合多媒

体资源提出相关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提高他

们的思维能力。

3.3. 开展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培养动手能力和探究精神

细胞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开展实验

教学和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

过程，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探究精神。在实验教学方面，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一系列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实

验，如显微镜的使用、细胞的观察、细胞的培养等。例如，

在显微镜的使用实验中，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介绍显微镜的

结构和工作原理，然后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显微镜，观察

各种细胞的形态和结构。在细胞的观察实验中，教师可以

提供不同类型的细胞样本，如植物细胞、动物细胞、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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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等，让学生通过显微镜观察并比较它们的异同。通过

这些实验，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实验操作技能。除了实验教学，教师

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到野外采

集植物样本，观察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形态；或者组织学生

参观生物科技企业，了解细胞生物学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也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本市科技馆关于细胞生物学的科普教

学活动，将自己所学内容加以融会贯通，以科普化的方式

呈现出来。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

让学生自己选择一个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课题，进行调查

研究和实验探究。又如，学生可以研究某种植物细胞的特

殊功能、某种疾病与细胞的关系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

学生不仅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还可以培养他

们的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开展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时，

教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确保实验和实践活动的安

全性，提前向学生讲解实验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二是要

引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

能力；三是要及时对学生的实验和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和反

馈，鼓励他们不断改进和提高。

3.4. 讲好科普小故事，加强思政进课堂

在细胞生物学的发展史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

可以在授课的过程中进行知识拓展，科普科学家的故事。

这类故事对学生而言具有吸引力，可以弘扬科学精神与科

学思想，在价值观上、思想上、心灵上引导学生成长，帮

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念，获得更深层次的、持

久的学习兴趣与动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对科普化教学法于细胞生物学中的探索

研究即将结束之际，教师深刻认识到其价值非凡。科普化

教学法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巧用比喻和类比、

运用多媒体资源、开展实验教学和实践活动等策略来实现，

这些策略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细胞生物学的知识，提

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创

新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

些策略，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

的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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