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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高中生物实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林锦泽 

（永春县第五中学  福建永春  362600） 

 
摘要：生物实验课是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培养学生生命观

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文章探讨了新课程标

准要求下高中生物实验课教学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实践与思考。重视

师生角色的准确定位，教学相长，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发挥实验

课在知识学习巩固中的作用，培养生命观念与合作精神，关注实验过程

的细节处理，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科学思维，鼓励学生大胆想敢

于说的质疑精神，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落实学生的实验操作技

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与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词：高中生物实验教学；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探究能力；创新思维；

合作精神 

 

 

生物学是有着较强的实验性的一门自然科学，一定程度上实
验就相当于生物学的灵魂，如果离开实验的支撑，生物学就会像
地神儿子安泰的脚离开土地一样失去力量的源泉。因此，作为处
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在实验课教学中，让学生按照教材所提供的
实验主题，根据多种思路和方案自行设计、组织和展开实验。这
样即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学习，提高教学效率，又
可以发展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那么，在高中生物学实验教
学中如何落实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呢？笔者谈谈个人
的实践与思考。 

一、重视师生角色的准确定位，教学相长，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发展 

在实验课教学的过程中，有些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亲自进行
实验的演示，学生只负责观察教师做实验的过程，只需记住实验
的步骤与结果即可，这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让学生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很好地发挥出来，学生无法发挥自己对实验的
设计能力与创造能力，无法有效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高中生物学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对自己的角色应该进行恰当准
确的定位，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营造让学生“大胆想、敢于说、
想要做”的课堂氛围。在实验课的前期准备阶段多与学生交流，
建立信心；课堂实施过程中重在引导学生自我思考，及时抛出问
题，引发学生思考、讨论、表达、交流、总结、归纳；引导学生
投入了热情，善于钻研，课堂才能精彩，教师只是充当引导人，
及时地对学生的偏差给予纠正，同他们一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实现了师生的双向交流。多让学生参与实验课活动，在实验
过程中形成师生学习共同体，有效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提高学
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二、发挥实验课在知识学习巩固中的作用，培养生命观念与
合作精神 

观察现象、进行演示和学生实验，能够使学生对生物学知识
获得具体、明确的认识，这是理解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必
要的基础。新课程对实验有这样的要求，要理解实验目的、原理、
方法步骤，初步学会有关的操作技能，进一步理解有关的生物学
知识。例如：“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通过实验学生既掌握
了显微镜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又对叶绿体获得了直观的认
识，也学到了相关的知识与科学探究方法，在材料的选择上除提
供菠菜叶和藓类的叶外，还可以让学生探究其他实验材料（如水
绵等），观察探究比较它们的叶绿体形态分布，为“光合作用”
这一节的学习埋下伏笔。在方法步骤中学生还对临时装片施以强
光及弱光的对比条件，然后再观察细胞中叶绿体有什么变化，从
而理解叶绿体生理方面的知识，这些通过探究获得的知识比单纯
的理论讲解印象更深刻牢固，在生物教学中，尤其在学生缺少感
性认识的领域，生物实验探究是不可替代的。 

三、关注实验过程的细节处理，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
科学思维 

重视实验过程中的细节，使实验现象更清晰，学生通过观察
获得大量的感性认知，然后通过学科思维活动的“加工”，得到
正确的结论。如“检测生物组织中糖类、脂肪、蛋白质实验”中，
还原糖一般以苹果、梨匀浆做为实验材料，刚研磨好时颜色为无
色，但很快会被空气中氧气氧化为褐色，改变实验材料原始的颜
色，对实验现象有颜色干扰。为了减慢匀浆氧化速度，我在制作
匀浆时加入少量食盐，匀浆能较长时间保持原始的颜色，这样学
生就能非常清楚看到实验过程中颜色的变化。又如“比较过氧化
氢不同条件下的分解”的实验，常温下 2%肝脏研磨液滴加在过
氧化氢溶液反应非常激烈，气泡太多，有的甚至溢出试管。学生
看到那么多气泡，很激动也很兴奋，迅速拿起带火星卫生香立即
伸入试管，结果根本看不到带火星卫生香被复燃。这时我让学生
用牙签或滴管先快速把气泡刺破，再将带火星卫生香立即伸入试
管，经过这个细节处理后学生都能看到带火星的卫生香复燃的现
象。因此，重视实验过程的细节处理，使实验现象非常清晰，从
而提高生物实验课的教学效率。 

四、鼓励学生大胆想敢于说的质疑精神，培养批判性思维和
社会责任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提出要引导学生探究，勤于动手
和动脑，培养学生质疑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实践能力。教师在组
织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式学习时，要把握好“度”，既不能包办代
替，也不能“放羊式”，要扮演好引导者角色，引导学生自己解
决问题。例如：“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实验，有二个小
组都对教材提供的实验装置进行改进的探究，其中，一组利用过
氧化氢在 FeCL3 催化下制备 O2，并将 O2 通入装置形成有氧环
境，而无氧环境则通过油封培养液得以实现。另外一个小组则通
过化学方法来制备氮气充到针管中达到无氧的条件。通过交流可
以分享其他小组的成果，增大了探究的信息和课堂的容量，给学
生足够大的空间，从兴趣入手，大胆探究，通过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学会合作和分享交流，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
获得新知识，在实验过程中提倡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和社会责任。 

五、落实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与创新
思维能力 

生物实验课不在是简单重复课本上的实验内容，而是对实验
中的某些方面进行拓展、延伸和改进，是对教材内容的深化，做
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扩大了教与学的空间。例如：“观
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 实验中根尖临时装片的制作，学生在
压片过程中，往往用力过重或过轻，根尖细胞压烂或者不分散，
造成前功尽弃。就鼓励学生按不同的方法来压片，一种按教材方
法做，一种不用镊子弄碎根尖，也不在装片上再加一片载玻片，
而是用镊子轻轻按盖玻片几下，结果发现改进后的方法效果更
好。又如：“绿叶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中，画滤液细线的
方法，不仅改进了教师提供的方法（如：色素涂片法的改进），
还自主创新了方法（如：棉线法）。实验过程中学生始终居于学
习的主体地位，极大地调动、激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还体验了
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及时改进，最终获取成功的喜悦，也加强了
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高三复习时，通过教师的演示及学生的操作，如显微镜的操
作、临时装片的制作等，让学生再次认识规范化的实验操作，再
提出相关的问题，使学生回忆、操作、思考溶为一体，使学生的
操作技能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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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生物实验课是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是培养
学生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新
课程标准要求下，在高中生物实验课教学中，传统形式的教学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高效学习需求。所以，我们要改进教学方
法，深挖教材，更新观念，在教学中一定要以学生为教学中心，
将学生的自主、合作和创新精神有效发挥出来，抛弃传统的教学
理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祖
国的未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戚谢红.多元评价在高中生物学分组实验课中的应用[J].

生物学教学，2013，（12）：39-40 
[2]普通高中生物学课标研制组.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18 
[3]严先元.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2008：42 
[4]唐晓春.DIS 在高中生物实验中的应用初探[J].生物学通

报,2008,43（8）:56-57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