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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如何提高中学生物学科教学质量 
◆陈墨驰 

（辽宁省新民市卢家屯学校） 

 
生物是一门很贴近生活的学科，生活中很多有趣的现象都来

自于生物。生物是需要通过不断观察、实验、分析来学习、总结
知识的一门学科。但是由于初中生物在中考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不
大，有较多学生对初中生物不够重视。因此，很多生物教师都有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苦恼。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初中生物学科的教
学质量呢？ 

一、牢记“三个准备” 
即：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教材是教学的基础，身为教

师一定要吃透教材，而且光靠书本上的内容还不够，需要在书本
内容的基础上将相关的知识进行扩充、延伸。教师在课前准备时
可以适当地补充一些教学内容并将其穿插在教学过程中。这就需
要生物教师平时在多钻研教材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
学习，多关注与生物学相关的事件，扩展自己的专业视野。在课
堂上，有时候一个风趣的教师，总是容易受到学生的欢迎，从而
成为课堂上学生注目的焦点。在很多时候，生物教学的内容难免
有些枯燥，使得课堂气氛比较沉闷无趣，遇到这样的情况，教师
的风趣幽默，往往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在进行生物
遗传部分知识的教学之前，提前让学生去观察自己与父母的一些
性状特征，如单眼皮和双眼皮、有无耳垂，有无酒窝等，并记录，
让学生思考这些性状在自身的表现。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一下子
就被调动起来了。通过记录思考，很多学生提出了疑问："为什
么我长得像父母？但又为什么父母都是双眼皮，而我却是单眼皮
呢？学生处在自己发现的问题情境中，思维自然会更加活跃积
极，从而对遗传的本质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学习生物学知识的兴
趣也变得强烈。初中的孩子们正处在青春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老师一定要尊重理解每一个学生，多一些耐心。不断加强学
习动机与兴趣的培养，使学生求知的欲望提高、学习兴趣增强，
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想学、会学、乐学，达到师生彼此沟通情感、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 

二、充分利用多媒体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大力发展和新课程教学改革的

深入发展，多媒体教学正逐步走进课堂，广泛地改善教学效果。
它以图文并茂、声像俱佳、动静皆宜的表现形式，能大大增强学
生对抽象事物与过程的理解与感受，有效地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
趣，让学生进入一个全新的课堂体验。生物教材中的有些生物形
态结构是微观的、肉眼看不到的，如细胞的结构、病毒的结构等，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靠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想象力构建空间结构
模型是很困难的。在教学中借助实物模型、三维动画课件，并引
导学生动手制作模型，就会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生物是一
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绝大多数生物知识都是通过
观察和实验并认真地总结得出来的，生物教材中含有大量的显性
和隐性实验，毫无疑问，动手操作是实验学习的最优途径，因此
教材对于实验都有一定的要求，但有时候由于时间、材料、设备
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教材中有部分实验无法操作完成，如果单纯
地讲解，就会使教学内容显得非常枯燥无味。如果借助多媒体课
件进行教学，运用视频演示和动画模拟就可以使学生形成一个动
画形象，学生就很容易理解掌握知识，从而达到理想、良好的教
学效果。有些实验学生一旦操作失误，不仅会导致实验失败，造
成仪器损坏，还会引起某些危险性，更会引起学生的恐惧心理，
影响学考学习的兴趣。采用多媒体计算机良好的交互性，对实验
操作进行模拟，这样让学生在计算机前进行模拟操作，以掌握正
确的操作和对不正确操作的理解，再进行实验，将大大提高学生
实验的有效性。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生物生理过程知识教学，生
物教材中有很多生理过程的知识，并且多是重难点内容，是要重
点考查的内容，同时也是学生倍感头疼的内容。因此老师一定要
充分利用好多媒体资源，把多媒体和教学紧密相连，从而提高生
物教学的质量。 

三、充分联系生活实际 

生物学是一门与生活实际联系十分紧密的科学，生物教师在
课堂上绝不能照本宣科，而应广泛地联系实际，尤其是学生的生
活实际，这能使学生对生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在学习到
“关注食品安全”这部分相关的内容时，提前布置一项作业，就
是让每位学生将自己平时吃的零食包装袋带到教室来，然后将学
生分成若干小组，让各小组学生对这些零食袋上标出的成份表进
行观察研究，小组内经过认真地观察研究、交流讨论后将自己组
的发现在班上进行交流，然后再让各小组谈谈在生活中如何注意
食品安全，学生各抒己见，互相补充，一节课下来，每个学生都
感到收获不少。在每节课上几乎对每个知识点，都尽量做到联系
学生生活。其实生物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因为它涉及的领域很
广，关系到大自然的一切生命，还有探索人类身体的一切奥秘，
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联系生活实际提问问题，巧设教学的各个
环节，比如：讲完肾的结构和尿的形成过程之后，请几名同学上
来当医生给几个病人看看病，学生的热情马上高涨，知识的记忆
也很扎实。事实说明，教师在课堂上注重将理论知识联系生活实
际，就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能力，使学生的手与脑
“活”起来，也让课堂“活”起来，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增开特色课程 
教师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在日常的生物教学中，教师

摒弃思维定势的坏习惯，积极反思，突破教材，寻求特色课程的
有效路径。生物学是学生步入中学才开始接触到的一门新学科，
相对此阶段的学生来说具有较强的抽象和逻辑性，与生活有一定
的脱节。这就需要教师有效引导并启发学生，努力培养学生的兴
趣，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为今后的生物学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特色课程将生物学教学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能充分激发学
生对生物课堂、生物学习活动及生物学习项目的兴趣。尽管兴趣
的本质是异质性的，但对于教师来讲却非常重要，因为有兴趣的
学生更有可能积极地投入到他们自身的学习中去，使生物学知识
得到有效的拓展。通过这些特色课程的设置，既能高效地促进学
生巩固、理解所学知识，又能让学生切身体会到生物学就在身边，
从而使学生大大提高学习的兴趣，调动起学生学习生物学科课程
和特色课程的积极性。教师和学生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充
分利用校园、社区、家庭的资源和优势进行实践，采取讨论、交
流、提出问题、查阅资料、调查研究等多样化的形式和途径研究
探索，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显得更丰富多彩此外，定期开展劳动实
践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能力，让学生将知识与理
论实际联系起来，劳逸结合，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识，强健身心。 

五、加强合作学习 
在上课时，学生分组而坐，遇到问题时，进行小组讨论，然

后组与组之间再交流、补充，这样能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小组中每个成员都积极参与到学
习活动中，并且每个成员都带有极大的热情，学习任务由大家共
同分担，集思广益，各抒己见，人人都尽其所能，这样问题就变
得较容易解决了。它为每位学生参与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氛围，
为发展学生的合作品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终身学习的能
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小组合作学习是同学之间互帮互学，彼此交
流知识的过程，也是互爱互助，相互沟通感情的过程。它使每一
成员都溶入集体中，增强了集体意识。 

综上所述，教师应重新认识课改背景下的生物学课堂教学，
而且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师应不断充实自己，灵活运用 各
种教学手段，坚持体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巧妙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力和重视实验教学的作用，使
学生在生物知识技能、动手操作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
得到全面发展，从多方面提高初中生物课堂的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