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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重视实验教学培养科学素养 
◆李占军 

（石嘴山市第二中学） 

 
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生物学科的一切概念、

原理和规律基本上是通过实验探索出来的，实验能力、实验方法
的培养，只有通过实验操作训练才能实现。在生物教学中不仅要
进行理论课的教学，还必须进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是生物教学
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生进入中学以后，生物实验课是他们首先接触的实验课，
上好实验课，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生物学理
论知识，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又可以激发学生
对生物科学兴趣，使学生养成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上好生物实验课，还能给以后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课的教学打下良
好的基础。因此生物实验课要当作重点来上。结合多年的教学实
践，谈几点体会。 

一、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意识。 
七年级下册，动物的生殖和受精方式一节“观察鸟卵的结构”

演示实验，我采取的小组合作实验，课内和课外相结合的办法。
变演示实验为探究性实验。现在我手里拿着一个新鲜的鸡蛋，可
爱的小鸡就是从鸡蛋里发育出来的。鸡蛋为什么能发育成雏鸡
呢？这与它的结构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来亲自解剖鸡蛋，观察
鸡蛋的结构，思考鸡蛋是怎样变成雏鸡的。这个实验看似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为了帮助大家圆满地完成实验任务，我
们先看一下实验视频，了解一下实验的内容、实验步骤和注意事
项。 

下面开始实验，学生 4 人一组进行实验，两人负责操作，一
人负责提供器具，一人负责记录、画图或拍照。 

1. 观察卵壳。 
（1）同学们拿出鸡蛋，用手摸和手指捏，看会不会轻易捏

碎，并让学生说出蛋壳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2）用放大镜观察卵壳表面光滑吗？为什么？（表面的气

孔有什么作用，家庭小实验视频）。 
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 109 页的 20-2 结构模式图，进入到蛋

的内部去进一步观察鸟卵的结构。 
2. 观察卵壳膜和气室。 
（1）将蛋的钝端朝上，用镊子的末端或者解剖剪的末端，

轻轻的将蛋壳顶端敲碎（敲击面大一些，方便下面的进一步操
作）。 

（2）用镊子小心地剥去破碎的蛋壳，露出外卵壳膜（注意
不要弄破卵壳膜，可以用放大镜再观察一下）。 

（3）小心地用剪刀剪破外卵壳膜，露出内卵壳膜。两层卵
壳膜之间的空隙叫什么？气室有什么作用？ 

3. 观察卵黄、卵白和胚盘。 
用剪刀剪破内卵壳膜，小心地将里面的物质倒入培养皿中

（注意不要破坏了卵黄膜，保持卵黄的完整性，在介绍结构之后
可以戳破，让卵黄自然流出）针对表格所示结构，参照图 20-2
和信息库相关内容进行观察。最后用剪刀轻轻刺破卵黄膜，证明
卵黄膜的存在。而对于胚盘，学生虽说经常吃鸡蛋，但很少有人
留心观察。将新鲜的鸡蛋倒入培养皿，让学生找卵黄上的小白点，
那就是胚盘。 

根据问题总结补充鸟卵相关结构的内容。 
1．雏鸟是由鸟卵的哪部分发育成的？ 
2．鸟类胚胎发育所需要的氧气储存在哪里呢？ 
3. 哪些结构起保护作用呢？ 
学生一边动手实验，一边在思考解答问题，真正做到手脑并

用，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体验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主动地搜集
和分析各种信息，善于与他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观察现象的能力 
在生物实验过程中，教师不要把实验现象事先告诉学生，要

教会学生观察现象的方法，通过有序观察，得到了完整的实验现
象，在这样的训练中，学生观察现象的能力得到了充分地发展。
例如：在七年级下册，“探究蚯蚓适应土壤中生活的特征”时，

第一步先观察蚯蚓的体色和外形，仔细辨认它的前端和后端。数
一数环带之前有多少体节，估算一下一条蚯蚓一共有多少体节。
第二步观察蚯蚓的体表，用手指轻轻触摸，有什么感觉？来回抚
摸，又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再用放大镜观察蚯蚓的体表，看一看
体节上是否有细刺？第三步观察蚯蚓的运动，将一条活的蚯蚓放
在一张粗糙的纸板上，观察蚯蚓运动时哪一端最先运动？移动时
有无声音？再把蚯蚓放在玻璃板上，看它移动的快慢。第四步观
察蚯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用玻璃棒分别轻轻触动蚯蚓身体的前
端、后端和中间部分，看一看它分别有什么反应？然后再把蚯蚓
放在阴暗的纸盒里用聚光小电筒光照射蚯蚓身体的前端、后端和
中央照射，看一看它有什么反应？再用浸过醋的棉球放在蚯蚓的
前端、后端和中间部分的附近，看一看，它分别有什么反应？这
样，学生的印象才会深刻，要比教师在课堂上长篇大论的讲解效
果好的多。 

三、培养学生分析实验现象的能力 
对实验现象的解读、分析是培养学生实验能力的一个重要方

面，教育学生在分析实验现象时，主要从实验前后的现象、变化
分析，实验时一般要设置对比实验组，把得到的实验现象与对比
组的实验相对比，现象会更明显，这样效果更好。例如：在探究
植物的光合作用时，可以从下面几个问题进行探究：1、为什么
要把一盆天竺葵放在黑暗处一昼夜？2、为何要遮光处理？3、为
何要把叶片浸入盛有酒精的烧杯中？4、为何要隔水加热？5、为
什么叶片要用清水漂洗干净？等等。 

大多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学生
的学习兴趣被进一步激发。实施探究性实验教学后，学生的学习
兴趣较以前有了明显提高，求知欲增强。他们的课堂参与意识更
强了，学生课堂学习的效率较以前有明显提高。我们感到许多学
生学习生物的劲头更足了，喜爱生物学科的人更多了，问问题的
人多了，学生的分析和观察能力提高了，课下有时还可以看到有
些学生在为某一生物问题激烈争论的场景，这在以前是不多见
的。学生间的交流多了，相互合作多了，关系更融洽了，更自信
更富于挑战了，生物课堂成了学生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学
生真正成了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通过两年多的课堂实践研
究，我还欣喜地看到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
经逐渐培养起学习探究的习惯以及对待实验的科学态度，培养了
学生的科学素养。 

《生物课程标准》明确要求：教师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参与
实验和其他实践活动，使学生身临其境、亲自动手。让学生在生
物实验教学中培养各种能力。是当前新课标对教师提出的新要
求，也是新教材的重要教学目标，生物学离开了实验教学，它就
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的智慧在他
们的指尖上。”实验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让学生手脑并用，
它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活动，是全面推动
素质教育的原动力。为此，改革实验教学，优化实验教学效果，
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