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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生物教学中微课的应用 
◆魏建慧 

（北京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集宁附属中学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12000） 

 
摘要：微课在现在社会中应用的越来越频繁，用其简短而精要的特点，

让越来越多人为它着迷。微课的设计通常简短，简洁又不失精致，是很

多课程预习所需要的精品小课。高中生物是理科学生所需要学的必要的

科目，也是理综中 容易获得分数的科目。将微课应用于高中生物教学

中可以使学生更加快速的学习高中生物的基本要点，节约学生学习复习

所需要的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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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微课在现在社会中是一个相当受人欢迎的课程，通常
不会超过十分钟，以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主，简洁、
概要，又便于记忆。将微课引入高中生物教学中可以让学生更加
快速的学习与掌握课程内容。高中生物也是一个图像信息相当丰
富的课程，微课可以利用高中生物中丰富的图像信息更加简单的
制作小动画及图文信息。微课与传统高中生物教学结合应用，可
以让高中生物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化，也更加有效率。利用小动画
增加课前预习丰富度小动画在微课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
分，通常以十分简单的动画讲述一个简单的知识点，将知识点图
像化、动态化，让知识点更便于记忆。在高中生物中，很多实验
在现实中的过程十分缓慢，或者在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同时，
生物是一个与现实生活关联的十分紧密的实验科学，其很多实验
过程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所以，生物具有十分浓重的图像化的
特点，生物课程的图像化与微课的图像化可以相互结合与借鉴[1]，
让两者都具备对方的特点，更便于生物的学习与记忆。生物是一
项图像化十分强的学科，利用图像则使生物的学习更加简单化。
老师可在课前准备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图片，利用简单的 FLASH
或者 AE 知识制作简单的小课件，让学生可以通过形象生动的微
课在课程前的预习阶段对课程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2]。在高中
生物人教版必修一分子与细胞中，若老师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讲
解，讲解方式大致就是“细胞有三类，即原核细胞、真核细胞以
及病毒。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遗传物质是 DNA，病毒的遗传
物质是 DNA 或者 RNA。”换成小动画信息则是在一个蓝藻上方
标注原核细胞，在一个蘑菇上方标注真核细胞，在 HIV 病毒图
像上方标注病毒。画面转换时，从三部分中分别出现三种物质，
上面标注 DNA 与 RNA。当然，在病毒上方要标注“病毒遗传物
质 DNA 或者 RNA”。这样由文字转化成会动的图片，使知识变
得更加有趣，更让学生愿意学习它、了解它。加入逻辑树状图，
加强知识逻辑性高中生物是一门理科类的学科，理科类的学科中

重要的就是知识的逻辑性。在很多理科学习中，人们都会发现
很多知识点之间有很多内在联系。对很多不善于记忆的学生而
言，如果可以记住知识的内在逻辑性，那么就可以在很多场合下
根据知识的内在联系推测、计算出结果。逻辑性对理科学习十分
重要，在理科学习的过程中，很多事物都有他们在人们看不见地
方的内在联系。假如老师可以将这种内在的联系加入到微课的设
计中，那么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的内容。如果
将这种内在联系以一种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示出来，那么就可
以让学生有一种更加简单且快捷的方式记住知识点、理解知识
点。例如，高中生物人教版必修二中关于遗传基因频率的计算，
假如一个家族的遗传病只针对家族中的男性，判断后代的遗传几
率就可以通过构建一种拥有内在联系的结构图进行微课制作。可
以在微课中构建出一男一女两个形象，男子以怪异的颜色示意其
有某个基因的遗传。在微课图片的切换中，显示其子代、孙代颜
色变化情况，根据后代颜色的比重计算其基因频率。利用图像的
办法可以让学生更加容易将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的情况结合起
来，让学生更有体验感，更利于知识的学习。加入体验课程环节，

加强知识认同感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身上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
那就是对自己所认同的东西记忆比较深刻。对于自己不认同的东
西，记忆比较模糊。老师可以通过这一点设计课堂体验部分，在
实际生活中将书本上的知识表现出来，增加学生对知识的认同
感，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要点。课堂的体验课部分是一种参与性极
强的微课。在这一部分中，体验课的设计尤其重要，要让学生可
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书本知识的相关性，增强学生的参与度与
体验感，才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了解书本上的知识。比如在人教
版高中生物必修二基因分离中，老师可以将学生分为几个组，分
别代表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老师从学生中随意抽取几人进行搭
配组合，让其他学生按照基因分离的情况排队， 终显示其基因
分离情况。这种游戏除了让学生在体验中更加深刻的了解知识
点，也让迈入高考的学生在繁忙的学习中稍稍轻松一些，缓解他
们的课程压力，以便他们有更多精力面对后续的课程。参与度与
体验感是增强学生对知识认同感的重要途径，老师在做这部分微
课设计的时候要注意让更多学生参与到活动中[3]。越多学生参与
到活动中，就有越多学生对微课有更高参与度。参与度越高，对
知识点的认同感越强，对知识的记忆也就越强。结束语：微课是
现在社会上应用较为频繁，应用面也相对较广的一种学习方式，
在很多地方带给了人们便利。微课将复杂繁琐的知识点零碎化、
细节化，使很多知识可以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空闲时间完成，帮
助人们实现碎片化的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也越来越多被应用在学
校的课堂中，使原本的课程变得更加简洁化，使课程变得更加有
趣。降低了学生学习知识、理解知识的难度，减弱了学生的学习
压力。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有更多更有效的学习方式应用在
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可以更有效的学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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