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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古力博斯旦•吐逊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第一中学  新疆阿克苏  843100） 

 
摘要：在高中生物新课程标准实施后，生物教学开始愈发与生活相接近，

教学的目标也设定为了培养实践型人才。那么相应的，生物教学方法也

必须要调整。生活化教学策略是将生物教学与实践拉近的一根绳索，教

师和学生都要紧紧抓住这次机遇，为生物课堂增添活力与色彩。本文将

就高中生物教学生活化实施的策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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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物这门学科的所有知识都是从我们身边提炼出来的，到处

都是生物教学最鲜活的素材。在生活化教学策略出现后，教师不
能再紧盯教材，也要将目光转向生活中更丰富的教学材料上，以
新的策略和素材，令生物教学变得新颖有趣。下面是我总结的几
点生物教学生活化策略。 

一、引入生活案例，科学导入新课  
高中三年的学业压力是极大的，各门学科加在一起，为学生

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对于生物这门学科来说，大量需要记忆的知
识点成为了他们所畏惧的，教师不断重复的授课模式，也令学生
深深感到了厌倦。如果教师能够在课堂上带来一些新鲜的元素，
让学生产生新鲜感，那么他们对待学习的态度也会大相径庭。在
课程的一开始，教师不长驱直入的引出课题，讲解知识，而是引
出一些生活化的案例，这便是一种创新，也是生活化教学策略的
体现，将调动起学生求知的积极性[1]。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学
习《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相关知识时，为了让学生对“酶”
的概念以及相关知识有更加直观的理解，可以联系我们日常生活
中的调味品、面包等，让学生对酶制剂生产的产品有直观的了解，
这样，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才不会感觉到陌生。又如，教
师在指导学生学习《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时，可以通过一个简
短的课堂讨论“早餐是先吃面包再吃鸡蛋，还是先吃鸡蛋再吃面
包”这个极具趣味性的话题导入，让学生进行讨论，然后再引入
新课，让学生在学习新知识后对教师提出的问题有恍然大悟之
感，全面提升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  

二、创设生活情境，营造学习氛围  
将教材中的知识点分离开来，成为单个零散的信息，这无疑

增大了学生掌握知识的难度。相比较而言，如果教师能够将所有
知识点整合起来，创设一个立体、鲜活，更容易感知的情境，让
学生在情境中体验着学习，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教师要善于
利用生活中的信息资源，将教材中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以多种方
式构建情境，情境越是逼真和丰富，教学效果就会越理想。 

比如，在学习“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这一节内容时，我给
学生设计了以下问题进行思考，问题 1：什么糖是最甜的？什么
食物中果糖的含量最高？问题 2：乳糖不耐症患者喝了牛奶就会
拉肚子，但是他们却可以喝发酵型的酸奶，这是为什么？问题 3：
人体是不能消化和吸收纤维素的，但是一些加工食物中却会特意
添加膳食纤维，这是为什么？在上课时，我首先将这三个问题抛
给学生，让学生进行思考，学生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对所要
探索的内容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使得学习变成了快乐的过程，在
对生活的思考中完成了教学任务，促进了学生的全面成长，帮助
学生懂得了生物学知识在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应该如何利用生物
知识来健康生活[2]。  

三、融入生活常识，化解重点难点  
教学实践证明，将知识类问题转化为生活问题，更容易被学

生理解，能够更轻松的解决难题，也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可见，
在每一课的难点教学中，应用生活化教学策略的价值很高。但是
能否有效化解难题，还依赖于教师的教学设计水平。例如，教师
在指导学生学习《神经冲动在神经纤维上的产生和传导》时，很
多学生都表示难以理解。为了让学生理解起来相对轻松，笔者以
“多米诺骨牌”为例，利用多媒体，让学生直观地看到第一个骨
牌被推倒之后，其他的骨牌就像波浪一般相继倒下，这样的现象

和生物学中的动作电位传道是类似的。而神经冲动的发生，只出
现两种情况，要么是完全开放的，要么是完全不开放的，并没有
中间状态的存在。这种形象化的比喻，能够让学生直观地理解教
材中内容，促进了学习效率的提升。  

四、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实践能力  
生活化教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实践，这也是生物教学的初

衷。因此，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决不能吝啬让学生
参与实践的机会。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往往
会以学生对课本上知识的巩固为核心来设计内容，却忽视了学生
身心素质发展的规律，导致学生完成课后作业的兴趣普遍不高，
降低了教学的效率。而通过生活化的课后作业布置，不仅可以巩
固学生的课上所得，还能够帮助学生完成知识上的迁移，让学生
在亲身讨论、设计、探究和合作中做到举一反三，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3]。  

比如，在学习“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这一节内
容时，我给学生布置了一项课下任务，让学生调查家族的某一特
征，如近视、单双眼皮、身高等，自主选择好某一个方向，并从
家长亲友的口中调查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相关的结论。
另外，感兴趣的学生还可以利用网络调查人类遗传的特征，将调
查的信息收集到一起，制作成调查报告或者 PPT，在课堂上分享
出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
到现实生活之中，引起学生对生物问题的关注，并加强师生、生
生之间的互动，激发学生的探究和表达欲望，使学生逐渐学会从
生物学的角度去认识生活、改善生活。  

五、结语  
科学来源于生活，因而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应当拥有“以

科学解答生活，以生活验证科学”的勇气。生物学课程本身就是
一门实验性极强的科学，所有已知理论和方法，已有的态度和价
值观都需要放在学习者的实验中去推理、验证、理解、发展，生
活实践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验方式，而且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
远比复杂的公式推理简单有效，所以，用生活实践验证理论知识，
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某一项学科内容，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
生良好的生物学素养，提高学生认识科学、利用科学、发展科学
的能力，为高中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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