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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探究性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刘光宏 

（上饶市鄱阳县鄱阳中学  江西上饶  333100） 

 
摘要：在新课改的教学背景下，学校越来越重视教学方法的改变对学生

学习效率的提升，探究性学习方式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转变被动接受教学知识的现象，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提升了整

体的教学效率。本文通过对探究性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

析，提出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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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教学模式的运行下，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不能从学生学习的角度出发，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
课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的接受教学知识。为有效改变这一
现象，就要在新课改的教学背景下不断的创新方法，转变教学模
式。基于探究性学习方法的运用，注重了学生主体，借助实践教
学活动来使学生全面的投入到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思维，培养
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实现最终教学目的。 

一、探究性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探究性的学习方式在运用过程中，弥补了传统教学过程中的

不足之处，整合优秀的教学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开发，充分的
展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在遇到一些疑难知识点时，在探究性学习模式下，使学生具
备一定的应变能力，积极的进行探索，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 

（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高中生物具有知识点广，内容多的特点，学生在固定学习模

式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记忆，在渐渐的学习过程中丧失了
学习兴趣。探究性学习方式具备了活跃性和娱乐性的教学特点，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能够积极的投入到学习当中，
通过学生的自主探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学生获取一定
学习成果的同时，提升了学生学习意识，促使学生更加全面的投
入的生物学习过程中。 

（三）开拓学生思维能力 
探究性学习方式以实践教学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

中，通过教师合理的创设教学问题，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实践
过程中，通过查找相关教学资料，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
能动性。在教师的带领下，借助具体的教学实验来促使学生主动
的探索，开拓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识，挖掘学生
学习的潜能。 

二、探究性学习在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设置问题，提高学生投入率 
在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生物的教学特点，把探

究性的学习方式运用到其中。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
设置教学问题，促使学生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提升学生的课堂投
入率。在设置教学问题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来设置，确保设置的问题学生在付出一定努力后能
够有效的解决。注重问题的设置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满足
学生成长的需求。例如在学习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让学生探究光
合作用的条件，了解叶绿体在其中充当的意义。教学问题紧贴教
学内容主体，在学生思考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投入率。 

（二）联系生活，激发学生兴趣 
在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运行下，教师要有效的结合学生周围生

活，联系学生生活当中的生物知识来对学生开展教学。生物源于
生活，教师要合理的借助生活当中的知识点，在探究性学习方式
的运行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认知。在学习糖类和脂类
的知识点时，教师把吃过早饭的学生与没吃早饭的学生的身体机
能进行对比，向学生说明糖类和脂类对人体的重要性，注重从学
生生活常识的培养过程中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 

（三）合作交流，提升学习效率 
在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运用过程中，小组交流合作学习的方式

能够提升学生的整体学习效率。在此当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的互动交流增强，在活跃课堂教学氛围的同时，引导学生自
主探究，自主参与，自主的解决和探索教学内容。教师要鼓励学
生进行小组交流合作学习，为学生制定相应的讨论任务，使学生
有目的的参与到探究性学习当中。例如，在学习细胞的这一知识
点时，教师要以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根本区别为讨论任务，让学
生在讨论过程中把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特点以及代表物质进
行举例说明。学生带有目的地参与到讨论过程中，加强学生之间
的互动交流，在遇到困难时，通过小组合作的力量来不断的探究
解决。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同时，促使学生掌握相应的
教学内容知识。 

（四）实验探究，加深学生记忆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式，在探究性学习方式的运用过程

中，通过借助实验活动，激发学生学习意识，提升学生学习动力，
促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课堂当中。生物探究实验吸引了学生
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在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学生
的记忆，转变学生对生物这门学科的学习态度。为此，教师在探
究性的学习模式中，要积极的借助实验来进行教学。例如，在学
习还原糖的这一知识点时，教师要带领学生参与到实验探究过程
中，在鉴定葡萄糖和麦芽糖当中是否含有还原糖时，可以通过斐
林试剂来进行检验。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通过把斐林试剂分别滴
入到葡萄糖和麦芽糖当中，如果发生反应并生成砖红色沉淀，就
说明葡萄糖和麦芽糖当中含有还原糖。借助具体的实验活动，提
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加深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记忆。 

结束语： 
探究性学习方式在高中生物教学的运用过程中，教师发挥着

重要的责任。作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
生的学习特点把探究性学习方法运用的其中，合理的设置教学问
题，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借助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促使学生对生物教
学内容的掌握学习，提升高中生物的整体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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