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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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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生物课堂以课堂内容质量为导向，而高效生物课堂是以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为主导。高效课堂的构建需要老

师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的同时，还要做好自身的工作：备课内容的高效性和课后反思佐证备课内容。只有教师准备充分以后，

才能够利用固定的课上时间，达到教学效果最大化。鉴于此，本文对高中生物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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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生物教学现状
高中生物教学模式较为传统和落后，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由于教师是生物教学活动的执
行者的实施者，这也说明了高中生物教师的综合素质较弱，
对新课改的精神没有理解到位。在高中生物课堂上，一些教
师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教学模式，照本宣科，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划重点，并缺乏对教学主线的脉络梳理，没有根据
教学的实际内容进行讲解，所以，从整体上来说，高中生物
教学模式显得刻板，在整个课堂中教学内容的讲解缺乏一定
的逻辑，从而产生了照搬生物教材，没有围绕教学内容而展
开，致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谱系，
影响学生学习的热情。同时，除了高中生物学科之外，学生
对高中其他课程学科的学习任务也比较重，有时候，高中生物
教师为了给学生留下更多的自习时间，在教学过程中，省下很
多提问和讨论环节，整个教学模式较为直线型，影响高中生物
教学效果。高中生物教学模式展开没有遵循新课程教学的要
求，切实升级转换教师对学生提问的引导作用。另外。由于高
中生物教师的综合素质较弱，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没有合适
地开展教学情境，缺少这一环节的设计，一些教师认为教学情
境开展并不重要，浪费时间和教学资源，但忽视了对学生的生
物技能的培养，不利于培养学生生物的核心素养。

二、高中生物教学有效性的提升策略
（一）认真做好备课

备课，是老师教学的基础。不同的时期，老师的备课内
容也不相同。例如，在新课标背景下，老师在进行备课的时
候，会在备课的内容中加入学生参与的环节，通过老师和学
生的互动，以及学生对于生物课堂的参与性，提高了学生的
科学探究素养。同时，老师可以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借阅与生
物有关的书籍，并且可以将疑虑点留到课上和老师同学一起
分享、探究，这部分也可以作为老师备课的一部分。借助全
新的生物知识，激发学生探究实验过程的自主性，有助于进
一步培养学生对于生物课程的兴趣。

例如，老师在讲《生长素》这节课程时：“这株蒜苗，已
经有些枯萎了，那么，造成枯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 而补救
的方法又有哪些呢 ?”学生：“一定是用生长素超标的肥料造
成的”，有的学生：“缺水”，部分学生说：“缓解的方法，减少
生长素的使用或者等枯萎现象缓解后，再加入适度的生长素，
改善当下的情况”。通过师生课堂讨论，带动学生自主思考，
帮助学生牢牢掌握生长素的特点和作用。
（二）丰富教学资源

随着现代化教育的进程不断加深，教师在教授课程的时
候，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多。自媒体教室就是其中一种，通过

有效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有助于学生学习自主性的
养成，进而提高学生在生物课堂中的活跃度和参与性。

例如，讲解“DNA 的分子结构”时，借助自媒体播放
视频，视频中讲述了 DNA 双螺旋模型构建的过程。看完视
频以后，组织学生利用模具，合作构建一段 DNA 分子模型。
在合作构建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思考“哪两种碱基配对，
结构才稳定 ?”，通过借助媒体的白板功能，直接拼接碱基，
观察形成碱基对的直径，在这样的边讨论边修正的过程中，
学生理解并认同了 A-T，C-G 的碱基互补配对原则，感悟
到了 DNA 稳定性的原因之一—有稳定的直径。最终利用所
学知识和模型，通过构建出多个不同长度、不同碱基排序的
DNA 分子模型，掌握和理解了 DNA 分子多样性的原因。在
信息化十实践的课堂中，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本上的重点知识，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亲历了科学家探究的过程，还感受了
科学探究的严谨性，体悟了科学探究的魅力，促进了科学探
究素养的养成。
（三）重视动手实践

科学探究的方法有很多种，动手实践就是其中的一种。
学生在学习生物课程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课堂理论知识，并
不能加深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理解和学习。为了提高学生核
心素养能力，老师可以采用动手实践的方法。

例如，学习了“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线粒体”实
验后，学生按照课本进行动手实验，结果发现无法观察到细
胞质流动。通过观察老师播放的细胞质流动 flash 动画后，引
发学生思考，检查实验是否出现纸漏，导致无法观察到细胞
质流动。通过小组激烈讨论和不断尝试后，最后给临时装片
适当水浴加热后，成功观察到了细胞质的流动。经过实验，
不仅印证了细胞质的流动方向，加深了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
解。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科学探究素养的发展。

三、结语
教育新时期下，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已经逐步过

渡到以学生为本的新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爱学习、会学习
是教师的首要目标。尤其是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能否找到
适合学生个性化特点的教学策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壁垒、
合理利用好教学工具，使学生真正发现学习的乐趣并在学习
中进步，是生物教学质量能否提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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