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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高中生物实验教学心得 
◆平措次旦 

（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高级中学） 

 
摘要：生物学是一门集实验性、实践性及科学性于一身的自然科学，随

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越来越显示出其二十一世纪领先科学的独特魄力

在高中的教学工作中，运用生物实验教学现今已成为高中生物知识开展

的主要实施方法，而实验教学的任务主要分析和总结了分子生物学和生

物化学等各个部分，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内容中，

为生物实验教学节省课程资源，培养学生更高的学习参与能力，可以促

进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更好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教师的教学工

作有一定的指导意识，更好的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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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在新课程教学改革提倡的条件下开展出来的，在
教学方法上是一种创新型实验方法，打破了以往的教学局限，对
于教学工作是一种新的开发与发展。多年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
生物实验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客观性原
则；严谨认真的原则；尊重学生，灵活引导的原则。在生物实验
教学中，为使每个实验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必须加大生物实验
教学的力度，强化实验规则和技能。下面就如何开展生物实验教
学问题谈几点肤浅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注重探究方法，提高实验探究的有效性  
实验探究法的一般模式是：诱导准备——实验探索——归纳

研究——迁移深化。这是学生探究实验的具体实施过程。在诱导
准备阶段，课前，教师要做必要的有目的的诱导，使学生对探索
目的和途径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如何做诱导准备呢？可根据实验
目的，设计一系列程序性实验，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在实验课前
预习准备。在实验探索阶段，要加强观测方法的指导，分析实验
原因，培养实验修养，抓住时机诱导学生思考。这样，边实验，
边思索，边总结，就会水到渠成，为 后的总结奠定良好的基础。
实验探究实施过程中教师若能抓住时机，创设质疑的环境，“以
其所知，喻其不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预习好实验内容，明确实验过程 
只有让每个学生弄清了每个实验的内容、操作步骤、注意事

项、实验目的和每个实验的全过程，这样学生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进入实验室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实验操作。同时对于难度较大的
实验，教师要事先进行实验难点和要点的讲解，以使学生掌握要
领，使实验达到预期目的。如制作临时装片，练习使用显微镜，
对刚接触的学生来说有一定困难，教师可事先在课外兴趣小组活
动时培养好骨干，再由这些骨干学生去辅导带动其他同学做好实
验，在练习使用显微镜时，就要特别强调其使用方法和操作要领。
如顺时针调节精调节轮时，使镜筒缓慢向下，这时头应向左侧偏
下，眼光与装片在同一水平面上，眼要特别注意物镜下降的位置，
当物镜靠近装片时停止。这时用左眼从目镜观察，同时右眼也要
睁开，用右手逆时针方向转动调节轮，使镜筒慢慢上升，直到对
准焦点，看清物像为止。再转动细准焦螺旋，来回调节，使看到
的物像更加清晰。千万不能违反操作规程，下降镜筒时，一定要
从旁注视物镜，防止物镜碰到盖玻上，损坏玻片标本和物镜。教
师也可以用两台显微镜示范，一台是已经对好光的，另一台则是
已找到标本清晰图像的，让学生观察后做模仿。 

三、联系生活实践，科学实验教学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高中生物知识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所

以，教师在教学高中生物时可以在知识点中间加一些生活的实际
案例，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把兴趣放到实践中去。如“基
因突变”“细胞癌变”等实例，其中畸形儿就是基因突变导致的，
而咸菜、烧烤等物质就是引发细胞癌变的元凶。教师对生活中案
例的讲解既可以让学生通过书本的知识联系实际，又能让学生加
深学习的印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以生活中的实际案例结
合书本知识让学生完成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对生物知识产生兴
趣。 

四、实验失败的原因进行及时分析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在实验过程是，会有多种

因素影响、干扰实验结果，致使实验失败。此时，实验分析就显
得很重要，即可找出并排除影响因素，又可以总结出经验教训，
甚至可能还有意外的收获、新的发现。这就要求教师要培养学生
有分析问题的习惯及思维方法，分享体验其分析总结得出结论的
快乐。否则，很多学生在实验得不到正确结果时，常常是马虎应
付；当老师催要实验报告时，他们就按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填写实
验报告；或凭猜测填写实验结论等等。如：硬把无现象说成有现
象，或是把错误现象说成正确现象；这样的教和学要达到实验教
学的预期目的，那是不可能的，学生对上实验课也就没有了信心，
不感兴趣。如人教版生物必修 1《分子与细胞》模块中：“叶绿
体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中，实验的难点是如何画又细又齐的
滤液细线，很多学生得到的实验结果是：四条色素带比较模糊，
不清晰。指导学生分析原因，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学生分析总结
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法，如：直接用尺子为界，用毛笔沿尺子画几
次即可，又有人提出用两片的载玻片为界来画线，效果都不错。  

五、开展开放式实验教学，拓展学生的学习思路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研究是开放式的，它讲究的是兼容并

包与求同存异，而高中生物实验课堂教学也不例外，教师可以将
课堂实验课程转换为开放式实验，挖掘实验兴趣，组织学生自发
组织实验内容，提高实验教学中的创新能力培养，保证实验目标、
实验过程、实验材料和实验结论的开放式、多元化，着重培养学
生的发散思维。例如：教师在开展植物细胞壁、细胞质的生物实
验时，根据实验原理、方法、步骤，教师应该组织学生从生活中
取材，在显微镜下认真区分不同的植物细胞结构，对于细胞液的
浓度等实验重点和难点，应该组织学生从教材讲解和专业期刊论
文中学习和考证，教师在庞斑进行必要的指导和讲评，保证学生
对于生物实验的新鲜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总之，新的《生物课程标准》，对生物实验，特别是探究性
实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实验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探究能
力，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因此，我们要改进
教学方法，深挖教材，更新观念，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勤于
动手动脑，逐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祖国的未来培养高素质
的创新型的人才。以上就是本人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对中学教学
实验的总结和看法，这里本人所说的也只是一家之言，希望能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