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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考改革对高中生物教学的反拨作用 
◆张玉祥   

（湖北省黄冈中学  湖北黄冈  438000） 

 
摘要：结合当前的高中生物教学情况，在分析高考改革对高中生物课堂

教学反拨作用背景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高中生物教学经验，多角度论

述了高考改革反拨作用下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实践，希望对于今后的高
中生物教学改革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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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的指挥棒影响下，高考改革对于高中教学活动有着直
接性的影响，其对于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反拨作
用。这里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探讨了高考改革对于有效促进高
中生物教学任务的完成，以及提升学生的生物学习兴趣的激发进
行了思考，认识到应该积极转变“应试教育”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而应该充分认识到高考改革的反拨作用，以便能进一步促进高中
生物教学的深化改革，有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1 高考改革对高中生物课堂教学反拨作用背景分析 
1.1 转变学习方式的需要 
在高考改革的引导下，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模式发了改变，结

合高中生物中在生物实验教学方面的薄弱之处，应该重视有效培
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以及主动学习的能力，激发学生参与到高
中生物实验过程中的兴趣，应该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过程体验
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1.2 新课改新理念的需要 
在开展高中生物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出学生在学

习中的主体性地位，不断贯彻全新的生物教学理念，进一步有利
于开展高中生物中的体验性学习、实践性学习以及探究性学习等
内容，特别应该重视生物实验课堂的科学设计，并将探究性实验
内容加入其中，这样方能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实践精
神[1]。 

1.3 转变生物教师理念的需要 
对于广大的高中生物教师来说，应该积极认识到固化思维转

变的重要性，一定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切忌将学
生培养成生搬硬套、死记硬背的“死”人才，而要将知识内容活
用起来，帮助学生认识到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的意义和性质，培养
学生的健全人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2 高考改革反拨作用下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实践探索 
2.1 优化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模式 
第一，通过提问方式来确定课题。对于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来

说，应从教材内容出发，重点讲生物课堂知识和学生实际生活相
互关联，从学生的生活中问题入手来激发学生的思考。比如，在
进行植物代谢的生物知识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日常接触的蔬菜水
果保鲜、粮食生产、施肥等角度来考虑，以便更好进行课堂教学
课题的导出。 

第二，加大探究实验的力度。教师应该鼓励帮助学生多开展
探究性实验，启发学生对于生物问题的思考。比如，对于产量问
题来说，可以引导学生来思考如何有效提升温室作物产量，根据
相关的生物知识，涉及到相应的光合作用、降低或抑制呼吸作用
等方式，鼓励学生进行大胆想象，并肯定学生个性化的方案[2,3]。 

第三，提出假设并开展验证。在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光合作用
与呼吸作用的基础上，教师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深
入了解光合作用的实质，鼓励学生自行设计其可行性实验，并进
行相关的论证，教师可以在实验设计的思路、方法以及原理方面
进行必要指导。 

第四，深入探究。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对照实验，主要思考影
响到光合强度的因素以及条件，涉及到相应的不同温度条件、光
照强度条件、不同光照下的光质、不同二氧化碳浓度等，其中，
二氧化碳吸收量可以表征光合强度；在此过程中，还应该结合相
关内容来对于呼吸作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多二氧化碳
的释放量来表示，利用相关的分析对策，得到相应的实验结论。 

第五，确认结论。结合相应的探究实验内容，总结归纳相关

实验结论，进一步思考提升农作物产的可行措施，涉及到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保证光照强度的每天增加，满足光饱和点的要求；
二是，白天能够提升温度到最佳适宜温度，晚上可以适当减低相
应温度，通过温度条件来提升作物产量；三是，提升二氧化碳浓
度；四是，结合作物需求，以及土壤特性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
化灌溉以及施肥。 

第六，实践应用。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实验原理的基础
上，经过教师的相应指导，开展针对性强的习题练习，有效提升
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并能结合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
题，实现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也有利于学生的科
学思维方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自身的创新能力的加
强。 

2.2 通过具体实验案例来优化探究性实验教学 
为了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教师应该重视课前的准

备工作，帮助学生重视探究性实验，结合合适的课题内容，结合
学生的实际来进行科学化分组，以便能够进一步展开相应的实验
教学，有效提升生物实验探究性教学的效果。这里通过“影响酶
活性的条件，此为探究性实验”为例进行说明。教师应该重视如
何有效进行问题情境创设，应鼓励学生开展相应的实验设计以及
自主思考，能让学生自己提出假设，并结合相关内容确定好最佳
方案来开展试验，并得到相应的结论。教师可以展示相应的课件
内容，“加酶洗衣粉使用指南提出，请勿用６０℃以上的水冲泡
该洗衣粉，以免酶失效”，通过课件展示，教师提问如下，“一，
温度对于酶的活性产生影响是什么？二，PH 值的改变对于酶活
性的影响则是什么？”在上述探究性问题的指引下，学生能够进
一步作出假设，并据此开展相应的自主设计实验，通过实验结果
来对于假设的正确性进行验证。 

3 结语 
由此可见，高考改革直接影响着高中生物课堂教学活动，对

其有着相应的反拨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如何有效对于高
中生物课堂教学模式以及方法进行优化，从学生的实际生活来进
行高中生物教学的优化设计，进一步帮助学生认识到生物知识和
现实生活的联系，以及生物知识对于生产生活的积极作用，在教
学中多多设计相应的探究性实验，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探
究能力，以符合新课标下的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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