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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课堂生活化教学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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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小学升入初中，学生会接触新的学习科目。生物作为新增科目，其在考试中占有重要比例，如何让学生快速融入

生物课堂成为当今初中教育的重点、难点。经过基层教师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发现生活化教学可以大大提高初中生物课堂的

教学效率，使学生可以在课上高度集中注意力，从而认真聆听教师讲解。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相

联系，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建立清晰的逻辑思维，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生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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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物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

生活，是生物学发展的起点，也是终点，生物科学起源于生
活而最终又服务于生活。生物学教育应该紧扣生活，鼓励学
生思考生活，体会生活，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用课堂知识解
决，让生物课堂成为连通现实生活和书本知识的纽带，让学
生感觉到所学知识真正是在服务于自己的生活，生物课堂必
定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生活化生物课堂教学意义分析
（一）生活化教学更能激发学生课堂兴趣，激发学生对科

学进行思考

生物主要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研究，对学生来说除了必要
基础知识学习外，还要加深对生命与自然理解，往往会比较
枯燥。将一些生活化现象与故事融入到生物课堂教学中去，
引起学生共鸣，学生在不知不觉加入到课堂教学中去，对生
物学习兴趣更浓。

（二）生活化生物课堂教学能够丰富教学方式

传统的以知识教学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相对刻板，学生
兴趣不浓，学习效果有限，通过生活化生物教学丰富了生物
教学的方式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堂教学的效果也得
到了进一步保障。通过一些生活化现象学生能够很好联系到
所学知识，加深对生物知识的理解，更好地掌握生物知识。

三、初中生物课堂生活化教学具体措施分析
（一）贴近生活，展开具体化生物教学

初中生物的学习内容相对简单，主要以与生活有关的生
物现象为主，但对于刚接触生物的初中生来说，抽象的理论
概念使其难以建立清晰的思维逻辑，教师要注意及时与学生
沟通，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从而
制订更为详细的教学计划，将教学计划贴近生活，明确教学
目标，根据教学目标引入相关生活案例，从而对理论知识展
开具体化讲解。例如，在讲解“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这
节知识时，可以让学生结合自身行为对先天性和学习性进行
考虑，让学生通过观察周边人的行为习惯明确区分什么是先
天性、什么是学习性。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起到辅助
作用，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要给予耐心的辅导和讲解，及时
纠正学生的错误。生活习惯需要日常的积累，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先天性行为是自出生时就有的，如婴儿哭泣行为
就是先天性行为。学习行为与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养成的过程
是一样的，教师可以运用这样的对比教学方式，使学生清晰
地理解两者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而贴近生活，展开具
体化生物教学，使生物课堂内容变得丰富多样［2］。

（二）注重生物课堂生活化氛围营造

在生活化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课堂氛围调节。
课堂的氛围会影响教师教学节奏，也会影响学生听课质量，
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发生调整课堂氛围［1］。当课堂中氛围
比较低沉时，教室可以利用一定生活化小游戏缓解课堂紧张
气氛，让学生放松下来，接下来再进行讲授。教师还可以利
用一定生活化的语言来调节课堂氛围，例如一些俗语歇后语

“黄雀在后”等，适当调节课堂氛围，给学生讲解生物圈的食
物链规则。生物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可以进行适当地游戏，
进一步将生活化融入到初中生物教学中来。

（三）热点问题常态化，拓宽学生科学视野

生物学技术与生活息息相关，其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在改
变着人类的生活。青春期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敏感时期，
教师在课堂上的正确引导显得尤为关键。近几年，我们国家
的科技迅速发展，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科技热点问题，尝
试组织学生展开探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精神值得人们终身学习。2019 年
9 月，90 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获得了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他叮嘱孩子们和年轻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们：“书
本知识很重要。我是搞水稻研究的，但是书本里面长不出水
稻，只有田里面才长得出水稻，要实践！”杂交水稻等同于
转基因水稻吗？食用了以后对身体会有影响吗？在课堂上，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关心身边的这些热点问题，引
发对健康生活的进一步思考。青蒿素、月球植物发芽案例等，
这些热点问题可以拓展学生的思维，拓宽科学视野，体会科
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福音，敬佩科学家们对科学做出的贡献，
感受到他们的品质和精神，从而受到一定的感染和鼓舞，同
时也提高学生对于社会和生活的责任感。

四、结论
生活化教学丰富了初中生物的教学模式，使其从单一的

教学模式变得多样化，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
效推动初中生物课的进程，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平台。教
师要结合生活实际展开具体化生物教学，使初中生物教学更
贴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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