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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让生物教学走进生活 
◆刘早亚 

（文山州广南县五珠乡初级中学校） 

 
摘要：随着教学改革，农村初中对生物学科的重视程度不高，学生学习

生物学的积极性不高，作为基层生物教师，一方面要应对学业水平考试；

另一方面又要让学生把生物应用到生活当中，这对生物教师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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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在初
中教学中，它是一门实验教学学科，但是在农村基本上只学他的
理论知识，实验课却少开展，所以，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只学理
论知识显得空洞，有的人对于有些知识很难理解。而生物也被列
为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之一，无论是从考试上来讲，还是从生活
上来说，都应该教会学生一些知识。对于作为生物教师的我们无
疑是个挑战。 

在农村，实验教学这一方面，有时会受到实验材料的限制，
例如：“观察鱼尾鳍的血液流动”“常见水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替
代的材料终归为替代，它不能完全反应出实验的效果。这就是我
们农村教师无奈的选择。 

在教学中我还发现，把生物课教学同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联系
在一起，帮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生物，认识生物，更容易让学生
对生物学科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为更好的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积极性，让学生喜欢生物，在
教学活动中，我特别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把教学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去。 
 初中生，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阶段，已经学会了思考问题，

加上从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都
是无形的课程资源。在教学中，我注意挖掘利用这一资源，既让
学生感到熟悉和亲切，从而乐于学习，也使课堂教学实现了从理
论到实践的过渡。比如在讲授“种子的萌发”一课中，种子的萌
发需要一定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空气。虽然都是农村的
孩子，但是学生对播种知识都还是一问三不知，当讲到种子的萌
发所需要的条件时学生还是一头雾水，大多数的学生感觉还是理
解不了，有的甚至还记不住种子的萌发所需要的三个条件。鉴于
以上情况，我在教学中经常让学生自己动手，感受实验的过程。 

在“种子的萌发”这一实验中我让每个学生自己带一些小麦
种子来，每五个同学一组，每个组准备四个 1.5 升的矿泉水瓶（狭
窄的瓶口部分用剪刀减掉），并用标签纸在瓶上标上 A、B、C 和
D,让他们在瓶里装上适量的土壤，然后在每个瓶里放入大小一样
并且结构完整的 20 粒小麦种子。将 A 号瓶放在室外（由于是春
季，温度适宜），不做任何处理，并每天给它浇适量的水，B 号
瓶也放在室外，但是用塑料袋罩起来使瓶内外的空气不相通，每
天给它浇适量的水，C 号瓶放在放在室外，但随时用冰块覆盖在
土壤表面，每天给它浇适量的水，D 号瓶放在室外，从不给它浇
水。这样持续啦十天，再让学生们去观察每个瓶子里种子的发芽
情况，结果学生发现只有 A 号瓶子里的小麦发芽，学生经过亲
手实验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父母在家种庄稼也要在春季选择合
适的时机才把庄稼种到地里去。 

在生物教学中如果只传给学生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生
只有通过实验操作才能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知识，才能学以致
用。在平时教学中，把生活融入课堂，又把课堂的知识贯穿到生
活中去，做到学以致用才是教学的真正目的，但是在我们农村初
中教师来说这将是严重的考验。 

二、把考试融入平时的教学及生活中去。 
农村初中生物及大多数时候不被重视，因此面对学业水平考

试，这一学科将是学生的短板。为了应对考试我尝试改变各种策
略。但我认为把考试融入平时的教学及生活中去最为实用。因为
教师在讲课本知识及学科考试重点时，也许你可能采用了各种方
法，拼命让学生记住，但是最后你会发现，你的付出一切都将成
为徒劳，因为学生根本记不住。鉴于这样的教训，我在教学中会
把考试的热点问题融入平时的教学及生活中。例如：我在讲血液
循环这个知识点时，我会把陆地上的水它怎么流，最终都流入大
海这一现象作为比较。再如：再讲卫生健康这一知识点时，学生
不知道卫生与健康的重要性，我就列举某一位学生肚子痛或拉肚
子是跟卫生有密切关系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问题。通过这一系列的
例子让学生无形中记住了书本知识。 

综上所述，要想更好地教好生物、学好生物我们只有把教学
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才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