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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初中学生生物学学习兴趣的培养 
◆芮世杭 

（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中学） 

 
摘要：针对初中学生的特点，从五个方面谈在初中生物学教学实践中如

何调动和培养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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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一门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丰富多
彩的生物世界和奇妙的生命现象赋予了生物学教学神秘的色彩。
相比之下，生物学更容易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针对上述情况，
我在思考：初中生物教师如何结合本校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激
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贯彻落实面向全体学生的新课程理
念，促进每个学生的发展呢？下面谈一谈自己在初中生物学教学
实践中调动和培养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
方法和技巧。 

一、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培养学习兴趣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对感兴趣的事物往往表现为注意力集

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授的内容不生动活泼，就不能引起
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注意力就容易分散，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就不
能深入理解和牢固记忆，教学效果就不理想。 

随着学校硬件条件的不断完善，学校每班教室内都配备了多
媒体设备，为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多媒体成为
了教师课堂教学的新助手，学生学习的新朋友。多媒体能充分发
挥形、光、声和色等多种元素的功能，把抽象、复杂的生物学知
识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图像和动画，使学生的听觉、视觉得到刺
激，不仅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激发
学生的探究欲，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
学习之中，呈现出 佳的学习状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利用直观教具，培养学习兴趣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生动地

说明了直观教学的作用。生物学是直观性很强的一门学科，直观
教具有挂图、模型、标本和实物等。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们看到，
初中孩子好奇心与动手能力强，对直观教具特别感兴趣，当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呈现直观教具时，能迅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他
们处于一种积极的学习热情中，这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调动他们
的智能潜力提供了有利条件。 

例如，在讲授“眼球结构”时，我把眼球的解剖模型展示在
学生面前，学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有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被集
中起来；接着把眼球模型一边拆开一边讲解各组成部分的名称和
功能，然后请学生把老师拆开的模型组装好，这时有很多学生争
先上讲台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生都能准确地迅速组装完成；

后设问：如果把眼球和照相机相比，眼球的晶状体、瞳孔和视
网膜分别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结构？全体学生立刻就能回答出
来：镜头、光圈和胶卷。这样复杂而难的知识点就被轻易地突破
了。 

整节课全体学生探究兴趣浓，注意力高度集中，观察仔细，
积极动脑思考，知识掌握情况好，并且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操
作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了培养。 

三、重视实验教学，培养学习兴趣 
生物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离开实验，科学结论就好比

无源之水，没有了生命力。实验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观察能力、独立操作能力、探究能力等方面，是其他教学手段不
可替代的。 

初中学生非常向往实验室，当他们从生物实验室门口经过
时，经常会好奇地驻足探视，甚至会到办公室来询问老师是否到
实验室上实验课。我们看到，在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实
验中，学生按照擦、滴、撕、展、盖、染、吸步骤，亲自动手制

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临时装片和番茄果肉细胞临时装片，当用显
微镜观察到洋葱内表皮细胞和番茄果肉细胞时，他们非常兴奋、
激动。 

所以，我们努力创造条件，将初中生物学教材中安排的分组
实验都让学生在实验室内操作完成，尽可能地在学生面前将教材
中安排的每一个演示实验的过程和现象展示。许多在市场上不能
购买到的实验材料都是学生主动采集来的，如：水绵、苔藓、蕨
菜、野生的小花和蚯蚓等。学生在帮助教师准备这些实验材料的
过程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感受到学习生物学的价值和快乐。
在实验课上学生动手操作，展示自己，课堂气氛轻松活跃，从中
体验到实验成功的快乐与喜悦。这样，我们充分把握好实验的契
机，组织开展好生物学实验课教学和演示实验，引导学生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探究热情，激发了学
习生物学的兴趣，为提高学生的实验素养和科学探究能力提供根
本保障。 

四、挖掘生活中的课程资源，培养学习兴趣 
生活是教育的基础，生物学科的 大特点是教学内容贴近生

活，学生对生活中的事物比较感兴趣。城郊结合部学校的学生有
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身边也有着多种多样的课程资源。如：
家门口的集市上的农产品、花卉、田间的动植物、栽种农作物的
经历、父母身旁受意外创伤需要急救的工友等。我们在教学中，
挖掘学生生活中的这些课程资源，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
联系起来，丰富了学生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
趣。 

五、巧记知识点，培养学习兴趣 
在初中生物学教材七年级下册的学习中，学生普遍反映内容

难学，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没有学习七年级上册时高。针对这种
情况，我们通过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
使知识系统化，并总结出一些巧记知识点的方法，让复杂的知识
简单化，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教授“心脏的结构”时，
由于这部分内容对七年级的学生来说，较难而繁，不容易掌握。
在教学中，教师除了利用直观教具：挂图和解剖模型，引导学生
探究心脏各结构组成和功能外，还帮助学生总结出巧记心脏结构
的方法：上房下室（上面两个腔是心房，下面两个腔是心室）；
上下相通，左右不通（左心房和左心室相通，右心房和右心室相
通；左、右心房，左、右心室不相通）；左动右静（左心房和左
心室内流动脉血，右心房和右心室内流静脉血）；心房连静脉，
心室连动脉（左心房连肺静脉，右心房连上、下腔静脉；左心室
连主动脉，右心室连肺动脉）。 这样心脏的结构就化繁为简，化
难为易了。又如：在学习尿的形成过程时，把尿液形成的两个重
要过程：肾小球和肾小囊内壁的过滤作用及肾小管的重吸收作
用，教给学生巧记成四个字：球滤、管吸。通过巧记知识点，把
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学生学起来轻松容易，学习兴趣就提高了。 

总之，我们在教学中根据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把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直观教具、开展实验教学、挖掘学
生生活中的课程资源和巧记知识点等方法和技巧综合运用，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促进
了生物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城乡结合部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我
们还将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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