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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焕发初中生物课堂活力 
◆夏琼仙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昆钢第一中学  650302） 

 
摘要：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自主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交流、合作
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实质就是使课堂充满活力来提高课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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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
难于适应于变化了的学生。同时在现行 10 分制的考试模式下，
生物成了“副科”，很多家长和学生不重视，这给初中生物的教
学带来很大难度。如何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全面提高，扭转生源越来越差的被动现状，已经成为摆在我
们面前的迫切任务。让学生学得轻松、乐于接受，让学生愿意学
习，自觉主动学习，会学习，是是初中生物教师必须钻研的问题，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学生发展的需要。下面，就我在教学中的
体会，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教师要善于反思，善于学习，敢于改变 
面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形势，面对变化了的学生，教师除了

拥有过硬的教学水平以外，还应该具备不断反思的能力。如果每
节课后都认真的去反思，反思自己的每节课都有哪些不足，教学
方式和方法上需要怎样改变，如何做才能让学生愿意学习，主动
学习，会学习。如果能加以改进，对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意义
重大。同时，教师应时刻观察学生，领会学生的感受，改变教学
方法，适宜学生学习。教师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提高，多
看书，多向身边教师学习，敢于改变，愿意改变，能改变，课堂
才会被学生接受，才会有提高，有效果，有收获。 

二、开展以“学”为中心的学习模式，真正让课堂活起来                               
什么样的课堂是“以学为中心的课堂”？是在教师有目的的

引领下，学生通过个体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交流、师生对话引领
而实现的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这里包含两层含义，即“以学生的学为中心”，
“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以学为中心，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是
我校当前力推的一项教学改革，其目的意义在一，把学生当做学
习的主人，教师的一切教学活动都要围绕学生的学进行，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在小组合作探究中，由小组长分配好任务，先一对一讨论，完善
思维，然后小组集中讨论解决疑难点，按“1 教 6，2 教 5”的梯
次合作。使小组成员在合作中共同完成任务，同时在一对一讨论
中、展示中、点评中都有相互竞争。小组内展示时教师尽量抽取
4-6 号演练，采用自评或互评，难度较大就由 1-3 号。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这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也是未
来教学方法的趋势。它强调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才是真正的
主体，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推动者，而教师的角色不再是不停的
推荐知识，而是学生学习的一个辅助者。 

“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是在开放式的教学环境下，在自主
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下，在有价值问题下(即能激发来自学生内
心探索需求、导引积极思考、引发好奇心和想象力的问题)，学
生在小组内(4—6 人小组)可以按照既定的发言顺序各抒己见，充
分交流，深入探究，有助于学生澄清疑点，突破难点，把握要点。
并且在思维的碰撞中，可能产生教师也意料不到的新发现，或者
可以说是一种思维的突破性展现。 

在教学方式上，不能照本宣科，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提问
式教学，形成师生互动，引起学生学习兴趣，集中学生注意力。
师生互动式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在实际开
展互动教学的过程当中，更容易激发学生的思维，学生更难容易
表达自己的学习欲望和对生物课程的热情。对于学习兴趣不高的
学生，也可以培养学习兴趣。 

三、情景教学，培养学生兴趣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使人踏上学习之

路的最大推动力，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学习速度和学习效果，激
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能够促进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教
师应该致力于初中生对生物课程兴趣的培养。初中生物课程本身
会涉及到一些小实验，开展实验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好地培
养学生学习兴趣，建立师生感情的机会，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 

教师还要依据所教内容，结合学生的知识基础，有意识地创
设一些富有趣味，含有质疑性的问题，在课堂上巧妙地创设悬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种子和果实的形成”中，我先设问:
“为什么一朵桃花能变成一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为什么果实都
结在开花的部位?”从而诱发学生思考的兴趣。这些问题必然引
起学生的好奇心，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快速地进入学
习状态。 

课堂教学时，就要以学生特点为切入点，进行学习兴趣的激
发。要学会运用一些教学手段对课本知识进行再加工，利用一些
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生物学是一门与日常生活、农业生产、卫生保健、生态保护
等方面密切联系的科学。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将书本知识与实际
结合起来，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各种思维能力，更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如在学习“细菌和真菌的生存是否需要氧”时，有
的同学不明白为什么有的菌类是厌氧的，此时就可以让学生介绍
家里腌酸菜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很直观地将问题讲清
楚。 

四、把自己融入学生之中，做学生的朋友 
情感往往直接影响认知水平。教师要与学生做朋友，是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做一名自信、乐观、
积极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教师的自信心来自于
不断的自我磨练与提升以及良好的心态。对于学生的影响不仅仅
体现在课堂，课后生活也是对学生培养的重要机会。通过情感调
节，提高学生认知水平十分必要，这一点不难理解。比如一个人
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就容易通过感知觉接受外界信息，而一个
人在忧郁、苦闷时，往往不能接受外界信息，出现“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的情形。教师就要根据情绪对学生认知活动的影响，
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正面情绪来促进学生的认知过程，提高
教与学的效益。例如，在学习“遗传与变异”时，关于细胞核、
染色体、DNA、基因的知识，学生觉得枯燥、抽象、难以理解和
掌握。如果教师在讲此知识之前，先讲个故事或谚语，比如说，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克隆”技术”，“一母
生九子，母子十个样”等，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处于愉快、兴
奋的正面情绪状态下，再画出若干个从属关系的包涵图表来解释
细胞核、染色体、DNA、基因的关系，学生就会容易理解及掌握。
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应用情感调节，对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很
大帮助的。 

五、了解学生需求，培养学生自信心 
自信心作为一种人格品质是非智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对激发人的意志力、充分发挥人的智力因素和取得人生成功有很
大影响。中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其个人价值观、世界观尚未
完全形成，他们一方面面临生理上的剧烈变化，另一方面还承受
着升学的压力，此时，一旦遇到挫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产
生自信心危机，从而影响他们的人格健康与全面发展。因此，自
信心的培养对优化中学生非智力因素以及推进素质教育深入开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教师，如果能够通过激励教育，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
学生的学习具有持久的动力，在立足于课堂教学改革同时，创设
情境，鼓励学生敢想、善思，激励学生有新见解、新突破、新发
现，就能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激励是持续激发人的动机的
心理过程，在实施激励教育过程中，教师必须把学生作为一个能
动发展中的主题来看待，必须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要善
于了解学生的心理，发现他们的优点和亮点，并且让学生的特长
充分展示；必须要通过各种外部诱因来满足学生兴趣、情感等的
需求，点燃他们求知、进取的自信心，调动他们潜在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从而全面提高课堂学习效益。 

总的来说，要想提高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效益，教师要善于反
思，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课堂教学要突出师生互动，提高
教学质量；还要善于创设情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要与学生
做朋友，通过情感调节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更要了解学生需求，
培养学生自信心。总之要想提高初中生物课堂教学效益，要从多
方面下手。 

参考文献： 
[1]<<初中生物新课程标准解读>> 
[2]<<初中生物教材>>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 
[4]王清华,<<课程教育研究>>,2016 年 2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