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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教学改革中的创新思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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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依据的学科，在初中教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价值。随着社

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高层次的人才提出了更高需求。在已有的科目中，学校与老师应该为

全体学生作好充分的教学准备，这就要求在课堂上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

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运用多种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探索，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营

造出一种更加有效的生物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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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iscipline based on experiments, biology has extensive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value in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a higher
demand for highly qualified talents. In the existing subjects, schools and teachers should be well prepared
for all students, which require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the classroom.
In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using various methods to guide students' practical exploration,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create a more effective biology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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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教学在初中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重

视学生的创新思维是新课程改革的根本要求。

在生物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视角，以促进其对问题的深入剖析和认识，

从而促进其学业水平的提升。生物教学是初中

教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要结合初中教学

的发展和学生的现实需求，在现有教学实践和

科研实践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有利于学生创

新思维发展的途径。

一、在初中生物教学改革中培养创新思维的重

要性

(一)有利于弥补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竞争日趋激

烈，创新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

此，我国对创新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人才

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生物技术在我国的

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生物技术是

提升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根本保证。实践表明，

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经济也得到

了迅速发展。因此，要想使我国的生物科技整

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必须要培养更多具

有创新精神的生物科学人才[1]。为了更好适应社

会的需要，更好地解决目前我国生物学专业人

才短缺的问题，在生物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创

新思维的培养。

(二)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初中生物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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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应注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学

生在学习和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培养出较强的

创新思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将

会有更多的思考方向和视角，使他们能够从多

个方面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从中发现解决

问题的最优方法，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当代教育重视个体发展，创新思维

是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能够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彰显自己的个

性。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同时，能够

独立地思考和探索知识，能够发现新事物，突

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创造出新的东西。在初中

生物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提

高初中生物学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生物学学习

兴趣的一个重要手段。生物科学是一门极具创

造力的学科，只有在生物学习中培养出创新思

维，学生才能主动投入到学习和探索的活动中

去，从而发现其规律，并将其知识牢牢地掌握

在自己手中。

二、初中生物教学改革的困境

（一）教学方式单一，教学理念陈旧

在初中生物课堂上，有些老师仍沿用传统

的教学方式，难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传

统的"灌输"教学模式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背道

而驰，既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能提

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更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

新精神。现实中，许多学校和老师仅仅关注学

生的学业表现，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

们对生物学无法产生兴趣。

（二）教师的知识结构有待提升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初中生物课程内容发

生了巨大改变，内容结构日趋完备，内容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复杂，这就造成了教师对其掌

握程度的困难。初中生物实验课的教学内容不

断增加，实验需求不断提升，但是对老师的要

求却没有降低。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够健全，使

其在教学中过分强调实验成果而忽略实验过

程，从而制约了学生的自主探索和创新思维。

三、初中生物教学改革中培养创新思维的有效

策略

(一)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方式的培养

在初中生物教育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

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进

行自觉的培养和提高，使他们能够突破传统的

思维模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探索问题。

逆向思维是一种很好的创新方式，发散思维是

指多维度思考，是创新的核心内容，是培养和

提升学生创新思维的一个主要途径。创新思维

能够找到其他人所不能了解的事物，也可以思

考出其他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创新思维的深度

和广度都会极大地影响到学生的创造力。在创

新思维的培养中，虽然一些学生的解题思路出

现了偏差，并且给出了一些不完整的答案，但

在思考与探索中，却能发现一些创造性的火花。

比如，在学完《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这一章后，

老师可以指导学生重新认识和反思豌豆作为混

合试验的优势，并能指导学生主动地去分析和

探索 F 代分类推的实施。在教学过程中，要鼓

励学生进行大胆的思考与猜想，从而使他们形

成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

(二)在实验教学中引导学生合作探究

在初中生物学中，实验是一个重要的教学

内容，它是初中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

学的研究与探索离不开它，而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则与其密切相关。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

要使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有效发展，就必须充

分发挥实验教学的作用，为学生创造一个很好

的实验和探索平台[2]。因此，应在实施实验课前，

设计出富有趣味的教学内容，使实验与课堂教

学内容、教学重点、难点相结合，使学生在实

验中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植物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课程中，老师可以将学

生分为若干组，每组都配备一台显微镜，让他

们在相互帮助的过程中进行解剖，然后将其放

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其结构，并将其记录在

实验报告中。实验完成后，每一组都有一名同

学向老师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后由老师整

理并归纳各小组的研究成果。通过团体合作的

方式，使同学们既能增强团队精神，又能通过

相互的交流与讨论来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创造

性。

(三)引导学生自主动手设计和操作实验方案

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要使学生创新思维

得到有效的发展，必须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入

手。在教学中，教师要自觉地指导学生自主设

计实验方案，培养学生进行实验计划的良好学

习习惯。初中生因为刚刚接触到生物学知识，

他们的生物学知识系统还不够完善，生物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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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有限制，所以他们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

常常会有许多缺陷。在指导学生进行实验教学

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导师角色，正确引

导和指导学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进行实验学

习。比如，在《植物种子的萌发》的教学中，

老师就可以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种植牵

牛花，在种植前，让学生查阅有关材料，根据

课堂上的知识，设计出一套种植计划，同时观

察和记录牵牛花的生长，最后形成一份实验报

告。

（四）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生物学课上，经常会有几个优秀学生主

导课堂氛围，大部分的同学都是陪衬，要改变

这一现状，就必须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老师

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积极地去学，而非替别人

去学。教师应当给他们自己自由，让他们自己

去寻找答案。在课堂上，老师应该把自主学习

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让他们自己去做，而不

需要老师的帮助，通过教育和指导来完成，使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被动的接受变为积极

的探索，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3]。只有让学生积

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才能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

教育。

（五）运用多媒体、教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教育和

教学活动日益受到信息技术的冲击，各种现代

化的教育技术不断涌入教育教学。利用课堂上

的多媒体技术，可以让不同的教育信息更为流

畅、自然、方便地传达，让学生能够很轻松地

接触到实际生活中不能完成的特定情境，对不

能进行的事物进行认知和经验，从而促进学生

的专心致志，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以改善教

学成效。例如《植物的生殖》一节，老师用动

画让学生回忆绿花的有性生殖过程，并问:除了

种子，植物是否有其它的繁殖方法?让学生在复

习的过程中，用熟悉的句子来引起他们的注意，

引起他们的兴趣，并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普遍

现象进行反思。然后，通过对仙人掌进行嫁接，

提问，并将其引入主题。学生在进行探索后，

通过动画演示，让学生一眼就能看懂，让学生

对照比较，提高教学效果。当然，在实际教学

中，把挂图、模型等教具与生物课堂教学相结

合，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生物知识的抽象现象。

（六）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以

提高课堂效率

运用周围的事物来刺激学生对生物学的兴

趣，使他们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感觉。比如，在

学习"植物细胞水分吸收与脱水"的理论时，结合

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让同学们思考:盐咸菜、白

糖拌西红柿时，碟子里会有大量的水，这些水

是从何而来?假如花盆中的花有些枯萎了，那该

如何是好?一些同学会说，市场上的小贩会时不

时地往蔬菜里撒些水，以保证蔬菜的含水量。

这些实例表明，植物细胞可以同时吸收水分和

盐分[4]。同时，通过示范试验，将抽象、枯燥的

知识变成生动、有趣的知识，能引起学生的兴

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地去学

习，把被动的学习变为主动的探索，从而提高

学习的效率。

（七）开展课堂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

点燃学生创新热情

初中生的三观比较好，能力也比较强。正

所谓"打铁要趁热"，老师要在学生掌握知识的同

时，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实际操作，以巩固

和提升他们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通过开展

课堂实践，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枯燥的

教学方式固然可以让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极大

的提升，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会降

低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创造

力。所以，要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教师在进行课堂实践时，既要注意

其新鲜性和丰富的内容，又要注意其能否适应

学生的需要，以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把以育

人为根本的教学理念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这

种新颖的课堂教学也可以使学生产生创造性的

愿望，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创新思

维的发展，从而达到"全生不用"的目的。同时，

老师也不能只盯着课堂，应该关注学生周围的

小细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

生参加社会实践，提高其综合素质，促进创新

思维的形成。与学校相比，社会中有很多东西

是学校所没有的，学生们可以通过观察来激发

自己的创造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启发。比如，

老师可以把学生带到植物园，让他们把自己看

到的和听到的，和《被子植物的一生》联系在

一起，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生物知识，提高他

们的科学素质和创造力。

（八）促进师生交流，营造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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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是许多老师所头疼的问题。从目前的教

育状况来看，师生关系的和谐是提高课堂效能

的有效途径，也是教师实现教育目的的有效途

径[5]。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首先要与同

学们建立起良好融洽的关系，以创造一种与现

实需要相适应的学习气氛。同时，积极的学习

环境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参与到创造

的潮流之中。因此，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

需要，主动与他们进行交流与沟通，以提高他

们的创造力。

四、结语

总之，生物学具有很强的实践与探究特点。

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初中生物教育既要重视

对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又要对学生进行

科学的实践探索。在初中生物学课堂上，重视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生物

学的认识和掌握，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

初中生物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与现代

教育思想、教育方式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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