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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多媒体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寸晓云 

（云南省瑞丽市畹町中学） 

 
摘要：媒体是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它作为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介,能把抽

象的教学内容化为直观的教学信息。因此优化教学过程必须先优化媒体

设计,教学实践表明,在生物教学过程中对多媒体进行优化设计,更能优化

生物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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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主的学科，而在一些学校中，没有条
件也没有能力开展生物实验，教师只能在讲台上照本宣科。由于
理科比较公式化，教师和学生都容易产生疲劳感，整个课堂死气
沉沉，没有一点活力。长此以往，学生也就失去了学习生物的兴
趣。新课改要求教师和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互动，而理科教学
的刻板化、程序化、枯燥化严重制约这项要求。而多媒体走进课
堂，丰富多彩的信息化教学，使课堂变得活跃、轻松。 

1、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维、勇于探索的内在动力。现

代化的多媒体综合应用作为教学过程中一种新的形式，以其形、
光、声、色等多种功能作用于学生的感官，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其求知欲，而且能调动起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例如在
讲“木本植物茎的结构时，针对学生掌握其内部显微结构有一定
困难，既不容易观察又不便讲解的情况，采用投影与板书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讲解。先用显微投影仪将木本植物茎的横切面显微结
构投放银幕上，然后边讲解边板书。不同的色彩代表不同的构造，
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增，很快就掌握了导管和筛管、木质部与韧
皮部、木纤维与韧皮纤维等概念的区别。这样充分发挥了学生思
维整体的功能，也提高了记忆效率。 

2、根据教学目标和多媒体的功能选择应用多媒体 
生物教学过程就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借助媒体传递知识信

息的过程。因此,在生物教学中设计多媒体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和
媒体的功能来选择。如 《光合作用》一节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
掌握一个概念(光合作用)、发展一个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学会一个写法(光合作用公式)。根据这个目标和媒体的功能，可
以选择的逻辑思路是:①在教学中首先演示三个实验：验证光合
作用的原料(二氧化碳和水)、产物(淀粉和氧气)、条件(光和叶绿
体)。从而引出光合作用的概念。②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光合作用
的概念,观看光合作用的录像片,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
而分析出光合作用包括物质转化过程和能量转化过程两个方面,
得出光合作用的实质。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③运用投影片醒目地打出光合作用的公式,使学生熟练地
写出光合作用的公式。这样由实验提供“现象”,录像深化“概
念”,投影示范“公式”。在课堂上将多媒体在目标导向下协调配
合、各展所长、互为补充,运用多种手段方法向学生传递知识信
息,使学生感知全面、理解深刻,既掌握了知识,又培养了能力。 

3、使抽象的生物知识变得形象化、具体化  
在生物课本有很多概念都是非常抽象的。以血液循环为例，

血液循环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体循环，一条肺循环，这两条循环
是同时进行的。其中，肺循环的途径比较单一，学生比较容易理
解。而在体循环中则有很多的分支，如血液在经过肾脏时，肾小
球有滤过功能，能够将血液中的废物过滤到肾小囊中，通过肾小
囊进入肾小管中，此时还要与它周围的毛细血管中的血液进行物
质的交换， 终形成尿液排出体外；而肾脏中的血液通过出球小
动脉进入肾静脉 后回到心脏。这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这些
内容需要安排多个课时，可能学生能够理解每节课的内容，但是
要让他们把这些知识联系到一起去理解的话，对于那些理解能力
差的学生是相当困难的。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一个血
液循环的动画，将这些内容同时放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给学生，
帮助学生来理解这些概念。 

4、突出重点和难点 
紧紧抓住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教学，这是课堂教学中

基本的要求。当讲到重点、难点时，若配以多媒体就会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如讲“种子的萌发、休眠和寿
命”一节时，种子萌发条件是本节的重点。教师可安排“种子萌
发条件实验”让学生增加感性认识。在讲课时将对比实验带到讲
台上，让学生亲自上讲台看一看，哪些种子萌发，哪些种子没有
萌发，同时打出种子萌发情况的投影片，以弥补有的学生没有看
到实验结果的不足。通过实验与投影，学生看到感性材料的表象，

终得出正确的理性结论。这既符合初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又突
出本节的重点内容，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另外，种子萌发所
需要的外界条件是本节课的难点，为了帮助学生突破这一难点，
教师可在课堂中安排一个“小实验”，请学生分别咀嚼萌发和未
萌发的绿豆种子。待学生品尝到两者确有不同时，教师及时运用
他们已知的知识，边板书边推理，引导学生推出种子萌发所需的
外界条件。通过视觉、味觉、听觉和思维感官功能，使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分散知识难点，化难为易，体现主体参与教学的原则，
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5、运用信息技术，让学生进行高效轻松的复习 
生物课的许多内容都是需要反复理解和记忆的，学生可以通

过网络终端与网络中心连接，将课堂上讲解的多媒体课件通过教
学资料中心再次观看。这样不仅大幅度降低了教师的工作强度，
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学习效率。 

恰当合理地运用多媒体信息技术，避免产生依赖思想。多媒
体是一种有效的教学辅助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扩大信息时空，提高学习效率。但是，多
媒体仅是教学手段的一种，无法全面代替生物实验的作用。生物
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实验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使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学习知识、理解知识、巩固知识，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协作精神。教师要明白多媒体展
现无法取代学生亲身实践探究的学习效果。因此，要在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恰到好处地发挥多媒体信息技
术在生物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避免产生依赖思想。 

6、遵循感知、注意等心理活动规律控制使用多媒体 
在教学中使用多种直观媒体时,必须依照感知、注意等心理

活动规律进行有效地控制:①媒体的使用不宜过多。以免造成学
生疲劳,分散注意力。②媒体使用时要注意变换呈现的形式,以突
出事物的本质属性。要尽量变静为动,以引起学生注意。③演示
时要与讲解、谈话、讨论等方法配合好,使教学语言起着动员、
组织、指导和总结的作用。④使用多媒体时,要尽量做到视听结
合、说做结合、手脑并用,以提高识记效果。⑤两种教材(教科书
和音像教材)、两种教法(传统和电化教学)必须实现 优结合,以扬
其长补其短。优化教学方法和过程。⑥在设计多媒体时,仍要注
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运用图、文、声、像、影并茂的特点，
可以极大地拓展教学空间，丰富教学内容，突破教学难点，实现
课堂教学质的突破，极大地提高教学效果。通过知识形成过程的
充分展示，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使学生的学习变得
轻松愉快，激发求知欲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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