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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生物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培养策略
黄友青

贵州省普安县第一中学　561500

摘　要：：当前，已经进入了科技创新时代，也是一个提高创新意识的时代，人才竞争激烈。就目前的总体环境而言，人们

需要创新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应朝着这个方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什么

策略来帮助学生拓展创新思维，将成为本文分析和探索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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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青少年的创新思维能力很强，如果加以利用、重点培

养，就能够塑造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所以在各学科教学过程
中，针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关注
的重点。

二、做好课前导入
高中生物课堂上，一部分教师为了节省时间，让学生了

解更多的生物知识，会尽可能地缩短课堂导入时间。这种错
误的教学模式无法让学生自主学习，也无法让学生自由发挥
主动思考的能动性。实际上，教师应该建立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的教学思路，带领学生开动脑筋来思考，从不同角度发现
问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多元
化思维才能得到发展。

例如，在了解有丝分裂的知识时，教师如果设计好课前
引言：细胞数量是怎样增加的？细胞在生活过程中能够产生
怎样的意义？就能激起学生的好奇心。或者采取另一种方式：
在清水中放一块萝卜，长时间之后，萝卜的重量会增加。如
果在盐水中放置一块萝卜，长时间之后，萝卜的重量反而会
减小。也可以直接在课堂上做实验，激起学生的好奇心，这
样学生在课堂上也能更加集中注意力。之后，教师针对有丝
分裂以及水分代谢这些知识进行讲解。相信对学生来说，这
些课堂引入能够加深他们对知识的印象。

三、提升学生的准确观察能力
任何思维培养的前提都是观察，所有的思维探索都是从

仔细观察开始的。所以要想让学生的创新思维得到培养，教
师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尤其是生物这门学科，要求
学生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地引导学
生，遇到不懂的问题，要仔细思考、仔细观察，从现象中发
现其中的本质，对问题进行仔细分析，这样才能发现解决问
题的契机。

例如，带领学生了解基因在染色体上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教师就可以讲解果蝇杂交实验。这个实验就是因为摩尔根在
仔细观察过程中发现了白眼果蝇，进而得出实验结果。如果
没有他的仔细观察，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些理论成果，
遗传学上的伟大成就也就不会出现。因此，教师应要求学生
在生活中仔细、细心地研究问题。

四、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
在生活中，任何发现都是从质疑开始的。很多科学家在

探索过程中也是带着疑问开始的。所以要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教师就要从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开始。根据学生当前的思维
结构以及认知情况，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制造矛盾，在设置
疑问的过程中，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强化，最终解决问题。

例如，教学顶端优势时，教师应该让学生思考：为什么
被修剪的果树反而会结出更多的果子？学生就会议论，提出
自己的看法：之所以修剪果树的顶端，是为了让周围的枝干

生长得更好，结出更多的果子。它和普通的树木生长过程中
修剪枝干的原理相同，是为了使主干生长得更加旺盛。把一
些多余枝干修剪掉，能够减少养分的消耗。这时候教师可以
再次提问：所有的树木植物都需要打破顶端的优势吗？一些
比较高大的木材，比如松树，如果在一定的高度进行打顶，
会获得更高的树木吗？这就制造了矛盾冲突，让学生在思考
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疑问。之后，教师讲解利用顶端优势以
及打破顶端优势二者的益处和弊端。

五、设计教学实验
一般情况下，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实验类型分为三种：

技能型实验、验证型实验、探索型实验。在这三种类型中，
探索型实验能够让学生提高创造能力。所以教师要有意识地
多利用一些探索型实验，或者是把验证型实验和探索型实验
融合在一起，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设计具体的实验方案，或者
和学生共同设计实验方案，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参与实验的
构思、实验方案的设计以及到最终完成等流程。每个环节都
要充分展开思维活动，教师在每个环节设置不同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产生一定的体验感。

例如，教学有关酶的特性的知识时，教师可以采取诱导
性的思维探究教学方法，为学生准备一些实验所需的材料以
及资料，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自行设计实验方
案，在学生不断探究讨论的过程中，得出较为统一的结论。
那就是，酶的催化特点是高效性、专一性，而且很容易受到
外界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或者是验证型实验来说，
这种探索型实验更易被学生接受，学生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
也加深了对知识点的印象，学生动手能力以及思维分析能力
也得到提升。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探究精神。
除此之外，理论和实际结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理论知识
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缺少生活经验、实际经验的
验证，那么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把书本知
识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学到的知识才有价值。

六、结语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我们必须实施实用的教学策略，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必须首先形成一种新的教育观念，
然后引导学生讨论新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敢于提问，在实践
过程中继续探索，大胆发现，确认自己的想法，从而培养更
多的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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