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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学力策略
康建莉

江苏省仪征中学　江苏省　211900

摘　要：学力就是高中学学习的关键，生物课程作为高中必修的科目之一，将会提升学生的学力有效融入到生物学科知识学

习当中成为必然的趋势。本文先说明现阶段高中生物教学现状，再阐述“学力”的概念，最后对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学

力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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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物课程，在高中时期就是一门必修的科目，并且它能

够在众多科目当中，处在“副科”地位。因为高中学生对生

物知识学习重视的程度不够，使得学生们的学力不高，这务

必为广大一线教师的教学提出更高要求。作为一名高中的生

物教师，笔者认为能够让学生们更好接受所教授知识点，需

要从学生们思想以及心理作为切入点。如果学生们不能够意

识到学习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就不能够产生学习需要，也不

可以为学习生物知识内容付出足够努力。身处素质教育的时

代，只有激发出来高中生学习动机，培养他们学习生物知识

的兴趣，让其可以乐而为之，这样一来，才可以发挥出来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真正地自身的动脑筋进行思考。倘若高中

生物教师在教学时，只是一味地使用“满堂灌”教学形式，

让学生们处在被动学习的状态，他们肯定感到无味枯燥。因

此，怎样让学生们花费较少时间，通过教学的过程充分地提

升他们学习生物的学力，提升课堂效率，下面就让笔者教学

的实践来谈谈自身的几点体会。

二、现阶段高中生物教学现状

长期以来，高中生物课程一直不会受到学生们高度的重

视，学生们将生物课程作为一门副科来看待，大多数学生均

会错误地认为学习生物知识，学了以后没有多大用处，基于

此，他们在潜意识中会对自己放松要求，在课堂当中不会认

真地进行听讲，不能够及时完成高中生物教师设置的作业以

及练习。与此同时，学校为生物课程安排课时量比较少，多

数生物知识均不可以在课堂当中开展讲授工作，使得生物教

学的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而且，大部分生物学科通常安

排在下午的第一节课，或者安排在上午的第四节课，这就是

学生犯困、饥饿的时候，他们很难专心听讲。此外，高中生

将大多数精力均放在学习数学、英语以及语文知识上，对生

物知识学习的兴趣不够高，甚至有些学生在生物课程做其他

学科作业，此种情况极大阻碍高中生物教学的开展。除此之

外，生物课程具有实验性特点，生物课程教学和实验具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务必做到实

际以及理论有机结合，在实验课当中，验证生物的理论，以

此加深学生理解生物知识，提高学生们动手操作的能力。然

而，现实的情况就是因为多种因素，使得实验仪器不够完善、

药品缺乏，生物实验成为摆设，大部分状况就是教师讲解生

物知识的实验结果、实验步骤以及实验现象，让学生死记硬

背，以应对考试当中出现实验的题型，造成学生们的“高分

低能”，为学习而学习。

三、“学力”概念

中国学者钟启泉认为：学力与发展观、教育观、学校观

以及人类观应当紧密联系，其受到时代和社会对我国教育和

学校要求所制约。内容具有广义以及狭义之分，其中狭义学

力就是一门学科的技能以及知识，然而，广义学力就是学生

能力的总和。现代汉语辞书还会对学力进行解释：学力就是

通过学习获得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教学得到的能力。

后来还会具有一些学者对学力具有不同理解以及概念。在我

国高中教育的阶段，高中学生的学力能够理解成学生们在课

堂当中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当中，不断地发展以及形成的能力，

这些能力主要包含学生们自身的探究能力、思维能力、提出

及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

四、高中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学力有效策略

（一）根据学生的学情，制定学习的目标

在以往传统高中生物教学模式主要就是“为教而教”，然

而，我国素质教育教学的理念指导之下高中生物教学，目的

旨在使得学生们能够基于生物思维，以此来实现学以致用，

进而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实践。课堂教学最主要的环节就是

应当制定出来适当课堂教学的目标。在以往传统教学的模式

之下，大多数学生都会被动接受高中生物教师知识的灌输。

然而，新课标提倡教学，更加注重学习主体的地位，高中生

物教师只需要点拨以及引导学生，使得他们在学习中充分发

挥出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亲历生物知识点形成的过程，

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以此来完成反思与总结。基于这种

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可以有效拓展学生们对日常生活以及知

识观察的角度，使得学生们把生活以及所学习的生物知识进

行有机结合。

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分子与细胞》这一模块时，其目

的就是能够让学生们站在分子层面，以此来理解生命的系统，

其中除了介绍细胞主要构成之外，还强调无机盐以及水的主

要功能。基于此，高中生物教师就能够以此着手。例如，倘

若人体出现腹泻的情况，务必会使得大量无机盐以及水分的

流失，更加容易使得人体发生虚脱状况，务必应当及时地补

充水分以及无机盐。教师在为学生们呈现出来生活案例时，

可以使得学生们掌握生物知识内容时刻地存在日常生活当中。

此外，对案例的选择需要结合到教材中的内容与学生们兴趣

的关注点，这样一来，才可以便于激发出来学生们参与学习

的积极性。

（二）动静相互结合，培养学生提炼归纳能力

“教学过程重实践”还是我国新课标基本的理念之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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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阐述：“本章节关注学生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实践经历，主要

强调学生们学习过程就是主动参与过程，让学生们通过探究

类的学习活动，以此来加深高中生物概念理解，提升学生们

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可以运用到科学的知识、观点以及方

法，面对现实生活过程当中某些问题。”

例如，高中生物教师在教学“动物细胞培养”这一内容

时，需要结合相关资料以及视频，以此说出来有关动物细胞

培养方面的过程。需要提供三个资料，以此引导学生们进行

分析。①探究发现动物组织细胞当中，具有胶原纤维蛋白以

及纤维蛋白等物质，将细胞网络形成具有韧性与弹性器官。

成块组织中细胞能够与细胞相互联系，彼此限制细胞增殖以

及生长；②相关研究表明细胞和其他细胞基质发生联系才可

以生存，倘若一个细胞无法和其他细胞基质进行结合，此细

胞就能够凋亡。因此，细胞在培养过程当中，应当贴附于培

养器皿壁当中（细胞贴壁），细胞一旦贴壁就能够快速铺展，

再开始进行有丝分裂；细胞膜当中，具有蛋白质以及糖类一

起组成糖蛋白，其能够在细胞之间起到识别的作用。当贴壁

细胞能够增殖一定程度，还能够互相挨在一起时，糖蛋白就

会识别此种信息，就能够使得细胞停止了继续增殖，此现象

就是接触抑制。高中生物教师应当要求学生们根据资料，对

下述问题进行思考活动：①按照资料，分析体外培养哺乳动

物细胞之前，需要把组织如怎样进行处理？为达到此目的，

使用到哪些物质来处理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细胞损

伤？②当培养细胞可以达到接触抑制过程当中，培养器皿当

中细胞为几层？③癌细胞在体外进行培养过程当中，能够发

生接触抑制的现象吗？

大多数高中生物教师在概念教学过程当中，通常会重生

物知识，忽视掉学生们自身的分析及归纳能力以及其思维能

力的有效培养；重识记，忽视掉他们理解以及主动创建生物

概念能力的提升。然而笔者会为学生们提供课本之外的催生

概念体系，进一步地开发学生逻辑思维此三则学习的素材，

搭建学习的支架，防止学生们由于自身知识储备不够，很难

建立联系而导致学生学习困难的情况。通过这三则学习的素

材、递进式的问题，学生们自身的思维还会发生递进式体验，

并且能够在此过程当中主动感受知识发生的过程，学习相关

的生物知识。

（三）利用各种教具，为探究活动创设情境

生物课程直观的教具主要具有实物、标本、模型以及挂

图等。生物的活体、标本以及挂图等这些直观的教具，能够

对高中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幻灯以及电脑等这些

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此来辅助课堂教学对学生们更加具有

吸引力。因此，实现课堂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可以更好提升

他们听课的注意力，特别是可以引起课堂当中容易分心的高

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从被动接受生物知识逐渐地转成

主动探求生物知识。然而，如果教具运用得不够恰当，反而

使得学生们分散自身的注意力，不便于教学顺利地进行。

例如，教师在教学高中生物《减数分裂和受精作用》这

一章节时，有丝分裂延续就是减数分裂，学生可以对染色体

数目与其行为变化具有一定的基础，以此成为新旧生物知识

之间的桥梁。精子形成的过程就是本章节教学的重点以及难

点，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需要使用直观教具形式：①使用到

电脑动画形式，以此呈现出来减数分裂方面连续动态的变化

过程，把减数分裂过程变得更加直观化，将文字变得图像化；

②运用师生一起做出手势，以此来帮助到学生能够更好了

解有关同源染色体联会方面的过程，以此来理解染色体行为

特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教师通过根据学生的学情，制定学习的目标、

动静相互结合，培养学生提炼归纳能力、利用各种教具，为

探究活动创设情境这几方面，能够从根本上，来提升学生学

习生物的学力，还需要广大一线教师在掌握学生们心理、教

学规律方面的基础之上，做出来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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