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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生物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策略 
◆颜小玲 

（株洲市攸县第一中学） 

 
摘要：在高中生物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

样才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生物学习能力。本文主要介绍一下高中生物教

学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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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高中的生物教学不能在以老师为教

学主体，以生物的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在生物教学的过程中要
不断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生物核心素
养。 

一、培养学生生物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 
（一）高中生物的学习现状 
在高中生物的学习过程中很多的学生生物学习兴趣不浓厚，

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的生物学习成绩的下降。生物学科在初中的时
候没有开设，在高中的时候才加入到了学习课表中，作为一个研
究细胞微生物的学科，应该对学生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实
际的情况却是相反的，很多的学生不仅对生物学习没有足够的兴
趣，并且对生物学课产生了一定的抵触心理。 

笔者认为出现这样的学习问题，主要的原因是生物老师的教
学方式、生物学习评价方式、教学理念等等，在新课标的教学指
导下，很多的生物老师开始进行教学创新的尝试，但是还有一部
分生物老师从思想上没有认识到应试教育的落后，在教学的过程
中仍旧是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教学理念，执行着自己设计的教
学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单一固定的灌输式教学过程中学生
仅有的一点生物学习兴趣，也被老师的落后教学模式给消耗殆尽
了。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的思维不仅被限制到了生物课堂
中，并且学生思考的方式要被老师强行的引导为统一的标准，形
成了一刀切的教学政策，严重的违背了新课标的教学改革要求和
原则[1]。 

（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意义 
在高中生物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从高中一年级

开始就要逐渐的提高自己生物基本知识的储备量，随着教学进程
的不断推进和年级的升高，生物的知识越来越复杂，学生如果基
本知识不扎实的话，在后面的生物学习过程中就会步履维艰，这
只是从生物学习的角度进行分析。 

笔者从学生的学习习惯进行分析，在高中生物的学习过程中
如果学生一直进行着，老师灌输式的被动学习，不对生物知识进
行深入的研究探索，那么学生的思维和逻辑，全部都是跟随着生
物老师的“路子”，学生的生物学习创造力已经变得软弱无力，
一旦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遗漏了那些重要的生物知识点，那么学
生自己根本找不到自己生物知识遗漏的地方，因为该类学生的大
脑中没有系统的生物知识，都是老师讲解的断电式的生物重点知
识。但是在生物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从高
中一年级的生物学习时候，学生就开始对生物知识进行研究探
索，并且已经在自己的大脑中开始分类整理生物知识，我们说没
有养成自主学习习惯的学生，脑海中出现的是断片式的生物重点
知识，而拥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他们的脑海中是系统分类明
确的生物概念，在自主学习习惯的帮助下，学生的生物学习越来
越轻松，并且从中可以获取非常多的乐趣。这就是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重要意义，学生在自我学习习惯的影响下，对生物学
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物知
识的无穷乐趣，因此这类学生的生物学习会越来越轻松，学生的
生物核心素养也会不断的提高。  

二、高中生物自主学习能力的具体培养措施 
在上文中笔者简单的分析了培养学生生物自主学习能力的

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以人教版中的《从杂交育种到基因工程》
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为了更好的引进杂交育种和基因工程的生物概念，我们分别

以马和驴的杂交育种和水稻基因工程，为教学引导素材，从而激
发学生对该节生物课的学习兴趣。老师向学生发问：“马和驴杂
交之后生育的物种，被人们成为骡子，而骡子这一物种就是集合
了马和驴这两种生物的优势，那么请问为什么马和驴可以培育出
新的物种？”在老师提问之后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去进行思考交
流，并可以从课本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最后在学生自主学习分析
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老师让学生以组为单位，选择一位同学发
表该组的讨论结果。 

一位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将两个不同的优质物种或
者是更多的优质品种，进行科学的结合，最终可以获得新的品种，
并且该新品种集合了以上优质品种的优秀品质。”另外一个学生
发现通过动物的杂交育种，演变到植物的小麦和水稻的杂交过程
中也是同样适用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断的
选择优质的农作物进行杂技耕种，从而有效的提高了植物的产量
和抗病害能力。在学生发言完毕之后，老师要对学生的分析进行
总结，引导学生如何正确的理解物种之间的育种，并且根据另外
一个学生的发言，引导学生向下一小节的生物知识“基因工程”
进行引导学习[2]。 

这次由于有的学生已经发现了植物杂交的生物规律，那么老
师直接给学生推出我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教授，相信同
学们从小就知道袁隆平教授研究的杂交水稻，不仅很好的解决了
我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并且通过国际上的大力推广，还解决了其
他国家人民的温饱问题。让学生从生物课本中找出袁隆平教授研
究杂水稻的真正原因。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的积极性更加
的高潮，立刻开始小组之间的热烈讨论，最后的经过了学生的探
索分析之后，明白了袁隆平教授研究的杂交水稻就是利用了生物
中的基因工程技术，在长达一生的研究过程中袁隆平教授就是希
望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来不断的提供水稻的生产量，从而不断的提
高我国的农业核心科技，并且有效的解决世界人口的粮食危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老师这样的引导教学下学生不仅发现了新的生

物知识，并且学习到了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奉献精神，通过不
断的自主学习，努力的提高着自己的生物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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