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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高中生物课堂中培育学生创新素养的几点想法 
◆曹丽娟 

（上海市七宝中学  上海闵行  201101） 

 
创新素养是指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提出新颖、独特的生命

科学观念、建议和设想的能力。创新素养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
指标。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具有创新素养能力的劳动者才能受到社会的青睐。无论是为社会
输送合格的劳动者，还是为高校输送人才都迫切的要求对学生进
行创新能力的培养。生命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主导学科，包罗万象，
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医学、农学、环境科学等诸多领略，兼有
文科和理科的特点，非常有助于学生创新素养的培养。本文简单
地谈谈创新素养如何在生命科学学科中培育、提升。 

一、提升学科兴趣：培育创新素养的开始 
夸美纽斯曾说：兴趣是创造一个欢乐和光明的教育环境的主

要途径之一。提高学生创新素质的关键是非智力因素。无数在创
新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人物表明，成功的决定因素首先不是他们的
渊博知识，而是他们的创新人格。源自内心的热爱和追求，是创
新的灵魂。其自主性、激情、意志等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与提
高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对学生学科情感
的培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如：讲到“有些无机离子
参与生物体的代谢活动和调节内环境稳定”时，先不讲作用，而
是先提问学生“有同学晚上睡觉抽筋吗”和“输液的基础液体是
0.9%NaCl，红细胞如果放在蒸馏水或者很浓的盐水中，会怎
样？”，这些生活化的问题情境使得课堂气氛生动有趣，学生学
习生物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并激发了学生对生命科
学的热爱。 

二、强化问题意识：培育创新素养的起点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我只不过

是喜欢寻根问底地追求问题罢了。”一语道破了创新的真谛：创
新始于问题。我们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坚持以“没有问题的学
生是不会学习的学生”为标准，不断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我们
教师在教学中要改进教学模式，注意创设轻松、和谐的教学情境，
爱护学生各种大胆的质疑、假设和尝试，从而实现创新教育的目
的。比如在讲植物的向性运动的时候，书本上讲植物茎的向光性
是因为单侧光照射使生长素背光一侧分布多，背光一侧生长快才
导致植物弯向光源生长的。横放的植物茎的背地性是由于受重力
作用，近地一侧生长素比远地一侧分布多，远地一侧生长快导致
的。有的同学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植物横放后，茎同样也受到
单侧光的照射，为什么背地性生长非要说成是重力的影响呢？这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同学敢对书本的权威进行怀疑，说明他
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对此笔者及时地予以表扬，然后请学生四人
一组认真思考，设计实验验证。不久有的小组就提出了很好的思
路，把植物茎横放到暗箱里，一段时间后看茎是否背地生长。从
这个教学活动可以看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是可以培养
的。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当鼓励、提倡学生大胆质疑，寻根问底，
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 

三、创新思维训练：培育创新思维的关键 
创造性思维主要表现在联想、想象、发散性思维以及逆向思

维等。因此在课堂上可以加强这些方面的练习。如在光合作用和
有氧呼吸、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学习中可以加强前后对比联想
训练；再如通过将 DNA 的结构模型拆卸成零件，再让学生动手
组装成结构模型，可加强学生的想象；在学习了动物克隆技术后
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散想象人类被成功克隆后可能产生的伦理问
题；当生物学家研究了基因控制蛋白质合成的过程之后，有人就
想既然能够以 DNA 为模板来合成 RNA，那么能不能以 RNA 为
模板来合成 DNA 呢？在这样思维的引领下，1970 年发现了逆转
录酶。 

四、创新实践训练：培育创新能力的关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让学生

深刻理解教材中的知识和原理，只有在实践中学生才会提出新的
问题、产生新的想法、形成新的观念。在实践中应注意理论和实
践现象相结合，去激发学生灵感的火花。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

地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接触大自然，在实践中学习进步
并学会创造。 

首先，生物实验课实验材料、实验方法的革新是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的重要途径。如“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观察”这个实验
中教材的许多细节处理得不尽合理，完全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探究 合适的尺度；再如“探究植物细胞外界溶液浓度与质壁分
离的关系”实验中怎样操作才能更容易撕取洋葱鳞叶外表皮，是
否可以尝试用鳞叶内表皮等等，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去探索。实验
课本身学生比较感兴趣，如果再给一些这样的自己摸索的机会，
学生一定会兴致盎然，积极探索，不断地推陈出新。 

此外，教学中的小制作、小发明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
好途径。配合课堂教学让学生制作形象而直观的教具，把思考方
式交给学生，鼓励学生勇于创新，从而为课堂教学补充了大量的
教具。例如，“同源染色体”、“DNA 双螺旋结构”、“姐妹染色单
体”等内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开始这些概念比较微观，学生
缺乏感性认识，学生学起来很吃力。教师可让学生用轻粘土捏制
同源染色体和姐妹染色单体（图 2 和图 3），可以用其他废旧材
料制作 DNA 双螺旋结构（图 1）等。学生通过自己制作模型对
概念有更感性与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该过程需要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与建模思维。 

 
 
 
 
 
 
 
 
 
图 1 DNA 平面结构        图 2 一对未交换的同源染色体  
 
 
 
 
 
 
 
 
 
 
 

图 3 一对已交换的同源染色体 
五、教材教法创新：培育创新素养的榜样 

后，很重要的一点，教师自身也要呈现出创新素养，做好
榜样。比如教师可以对教材进行创新处理，如删减教材中过于陈
旧的内容，改变教材的编排等。在教法上，教师更需要不断创新，
如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讨论式学习、自主式
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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