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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提高学生素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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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的初中生物教育中，学生需要学习大量的理论知识内容，他

们分析问题、思维和记忆能力比较强，并且会考试会做题。但是，这些

学生没有动手实践的机会，动手能力比较差，他们在生物素养方面存在
一定的问题，所以在后续的发展中，存在研究能力不强、生物素养较弱

的问题。探讨了提升学生素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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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生物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生物素养是关键人物。科学
素养培育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在身心方面都得
到发展。教师需要认识到科学素质培育的核心人物，利用符合学
生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方式实施教育。 

一、利用科学探究当作切入点 
科学探究是学生掌握生物知识的关键途径和方法。初中生有

着一定的动手能力和科学素质，他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分享、互动
和交流。教师需要有效结合优势条件，在生物教育实践中讲解生
物学知识点。在讲解植物细胞相关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安排植物
细胞失水和吸水的相关探究任务，学生可以利用生活化的实验材
料进行探索，在实验流程中进行观察。在课堂中可以引入分享和
交流环节，学生在持续的思考和讨论中修改和分析自己的方案，
最终确定比较科学的探究方法。在这个试验中，学生可以自主选
择教师建议的材料，可以大胆创新并且发散自己的思维，引入切
实有效的实验途径。可以选择质量相同的土豆和萝卜，而后使用
生活中的打孔器，在土豆和萝卜的中央进行打孔，孔的深度是相
同的，而后使用滴管加入相同质量的盐水和清水，经过一定时间
之后观察具体的液面变化。这种方法可以快速观察，并且可以节
约大量的时间，不需要遵循课本中相对传统的实验策略，学生可
以在探究中获取关键知识，并且进行综合性分析，也来自于自身
创新水平以及生物科学素养的发展。理论生物知识都是来自于生
活的，教师可以引入这样的生活化知识，进而让学生在操作和实
践中形成勤于动手的习惯，促进生物素养的发展。 

二、利用科学解决发掘知识 
初中生的直观思维能力比较强，他们在生物抽象思维方面还

需要持续提升。教师需要明确生物学和科学思维的融合点，让学
生在知识发掘中发展生物素养。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认为让学
生独立设计实验是不可行的，教师如果一直扮演掌控者的角色，
学生难以掌握深层的知识和思维，难以发展创新精神和思维能
力。教师需要引入多元化实验材料，并且融合尝试探究和小组合
作的方式，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利，进而设计完善实验方案，
这样可以为分组实验探究和个性化实验教学奠定基础。例如，在
讲解关节相关的知识时，教师可以结合关节的相关概念分析人体
关节的作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来展示关节的解剖图，进而利
用实验、小组分析和问询的方式认识关节并且理解关节，在课堂
中，可以分享并且讨论具体的知识。教师可以展示动物关节的图
片和讲解视频。通过现场观摩和自学的方式，可以深度了解关节
的作用和结构组成。在展示中，分析关节腔滑液的作用，并且结
合动物奔跑过程中关节的状态，这样可以引导学生轻松掌握功能
和结构方面的知识。 

三、重视科学论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 
人的思维和生命有着一样的重要性，有着生成性和开放性的

特征，如果学生的思维被固化了，就会难以获得发展。在当前的
初中生物教育，教师需要把思维方式培养当作核心重点，引导学
生形成一定的基础科学水平，这有利于学生的为了发展。详细来
说，需要在生物教育中融入合理内容，种事理性思维发展。例如，
在讲解性别相关的知识流程中，需要引入讨论问题：生男生女是
母亲决定的。这属于民间的观点，可以设置三个环节进行论证。
首先人的性别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引导学生分析人类染色体的特
点。这样的问题当作导入问题，进而设置相关的三个环节，组织
学生求证相关的观点。第一，人的性别决定因素是什么？引导学

生分析人类染色体的特点和组成图。第二，性别的形成有着什么
的规律？组织学生根据基因遗传示意图进行讲解，同时展示人类
性染色体的具体规律。第三，这种民间的观点是正确的吗？组织
学生结合自己的科学思维进行讨论和研究。教师可以质疑的方
式，组织学生从科学的思维角度入手，这样可以让学生讨论和分
析生物学科相关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的养成，让学
生善于利用推理、概括和归纳等科学思维来解释生命规律和现
象，有利于学生科学论证和正确审视自己周边的现象，这是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关键因素。 

四、利用合作探究方式，培养学生的探究水平 
在科学探究中，学生的生物素养可以获得发展，有利于学生

的科学领悟水平提升，让学生积极获取关键生物学科知识。在这
样的发展中，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科学价值观和态度，实现学习
方式的转变。教师需要给予合作探究的平台，组织相关的内容。
在研究土壤中的动物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蚯蚓的运
动规律、感觉器官以及身体具体结构，重新设计教材中的相关内
容。首先提出探究性较强的问题：（１）如何分别动物的胃部和
头部。（２）蚯蚓在实际的运动中，地面材质会影响到自身的运
动吗？（３）在存在光照的情况刺激动物，会出现哪样的反应。
在实际研究中，教师需要遵循具体顺序设计教学。首先，根据实
际情况提出实验完成方案。其次，有效分工，让每个小组成员发
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让实验材料处于合理的环境中。课堂中的
重要资源是学生的疑问和质疑，在讲解转移基因技术之后，可以
组织转基因食品研究小组，针对当前的转基因产品问题进行研
究，让学生具备生物学概念，利用专业思路和理念来看这些热门
问题。如果学生具备这样的科学探究思维，能够搜集周边的有效
资源，并且具备交流技巧、合作理念、科研态度等，就能有效完
成知识学习。当前的初中生物教育有着较强的理论性，缺少充分
的实验和实践操作。 

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实际开展生物实验、分析生活化生物问

题，学生才能事先生物素养的提升。生物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
夕的，学生必须在理论实践结合、生物实验开展、生物现象观察、
生物问题思考等流程中提升自己的水平。教师则需要做好组织和
引导者，确保学生思维方向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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