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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实验教学的培养目标与实验开发设计
伍　丽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洞口流民族学校　561000

摘　要：主要从初中生物学科新课程标准背景下核心素养培养出发，对生物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生命观念、科学思维规划和责

任担当三个方面的培养目标进行论述。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结合对教材内容的整合处理，找寻关键节点，设计开发实验

项目，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参与到生物知识观察和理解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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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是十分典型的实验学科，实验教学是生物学科

教学的主要形式。新课程标准实施背景下，初中生物教学强

调发展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质，其中教材编写当中，涉及到

的实验数量达到 15 个之多，可见实验教学在初中学生生物

素养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初中阶段生物教学来说，教师

要坚持科学思维的培养原则，尝试通过有特色、能实践的探

究性试验开发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生物的核心

素养。

一、初中生物教学中实验教学的目标

（一）帮助学生形成生命观念

生命观念是指人在对生命现象进行观察中所形成的抽象

理念，通过生命观念，人们能够对生命现象中所蕴含的生物

学规律进行理解，同时产生基于生命的共情能力。课堂教学

中教师通过讲授教学方式，对于各类生物情况进行介绍，学

生对于生物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文字层面，无法从感知层面形

成对于生物生命形态的理解。而在实验教学中，学生亲自参

与实验场景，对实验中的生命形态进行观察，理解生命规律

和生命特质，进而产生对于生命的直观感受。例如在进行利

用显微镜观察植物叶片结构的实验中，学生可以根据学习到

的生物知识，对叶片当中的结构和纹理进行观察，了解叶片

当中细胞所拥有的生命形态。通过近距离观察生命的方式，

学生能够产生对于生命的体验，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

价值，产生强烈的生命观念。

（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科学思维是一种探究求索的实证思维，新课程标准中明

确要求，初中学生通过观察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现象，以严

谨务实的求知态度，以科学思维为指引，通过采用科学方法

来进行观察分析和问题解决。科学强调客观事物的实证，利

用实证手段来认知世界和改变世界。在面对问题时，缺少科

学思维的学生很容易陷入到主观判断当中，根据主观感性认

知得出结论。而拥有科学思维的学生则可以以科学严谨态度

来进行自我要求，尝试通过观察、分析、规律寻找、实验验

证等科学手段，来作出分析判断，得出客观理性的思考结果。

初中生物教学当中的实验教学方法，除了培养学生的实

验能力，强化学生对于生物知识的正确认知之外，更重要的

是提供给学生科学思考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发现问题

→进行假设→制定计划→开展实验→得出结论的科学研究流

程。随着实验训练的加深和不断强化，科学思维方式能够进

一步深入人心，使学生能够在后续的学习生活中面临问题时，

能够规避尝试、前概念、主观判断等错误认知方式，能够更

加积极主动地依托科学思维来进行问题的分析解读。

（三）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

初中生物教学中的实验教学除了能够传授学生知识，引

导学生形成思维能力的发展之外，还要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使学生形成社会职责担当的意识。新课程标准指出，

初中生物教学通过普及生物知识点的方式，引入个人与社会

事务相关内容的讨论，学生在其中能够作出理性解释和判断，

从而尝试利用知识能力来参与到生产生活问题解决当中来。

初中生物学科教学要意识到初中生是民族发展的未来和

希望，他们的社会担当将决定今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

初中阶段生物教学内容与生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些生

物知识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从社

会话题出发，引导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感受生物知识，理解生

物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教学中教师可以从海

洋环境污染导致的海洋生物发生变异角度出发，使学生认识

到环境污染破坏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学生在学

习中能够自觉坚守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并立志参与到生态环

境保护当中来。

二、初中生物教学中探究性实验的设计开发

探究性实验是初中生物教学中实验的主要方式，通过问

题探究形式，学生在实验当中找寻生物规律，发现生物现象，

强化对于生物概念的理解能力。

（一）生物探究性实验的设计原则

探究性实验作为引导实验，肩负着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

实践操作能力的重担，在实验设计方面应当坚持几个方面的

原则。

首先是要坚持科学性原则，探究性实验当中所设计的实

验原理必须是经过多次验证，能够重复实验的科学原理，才

能够应用到实验当中。同时在进行实验数据处理时，教师也

需要以科学标准进行指导，帮助学生从科学视角出发对信息

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其次是要坚持主体性原则，实验教学中

学生是核心和主体，教师需要依托学生主体性，将学生探究

作为实验机制和逻辑，才能够发挥出实验教学的重要意义；

其三是对照性原则，对照观察实验方式通过两组实验进行分

别对照，帮助学生在差异化判断中控制变量，认识到不同变

量对于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产生的不同影响；其四是可行性

原则，生物实验的设计不能过于复杂，与学生学习需求产生

脱节。探究性实验虽然具有创新性，是对于未知知识的探求，

但是教师在设计实验中，仍然需要以学生可完成为标准，进

行实验组织，对于学生无法完成的探究实验项目，应当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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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最后是简约性原则，初中生物实验应当以最直观、最

简洁的方式来呈现实验流程，得出实验结论。简约性是指在

实验当中实验过程、实验方法相对简单，实验操作设施相对

便捷，学生能够通过更少的实验种类来完成问题探究实验，

得到问题结论。教师依托上述原则，进行实验开发设计，保

证实验教学的整体质量。

（二）实验内容的选择与开发

本文在进行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选择初中教材中的教

学核心动物与人体为内容对象，通过对教材进行梳理分析来

开展实验设计。

初中生物教材当中涉及到动物与人体的知识内容共计四

个单元，分别为第四单元《生物圈中的人》、第五单元《生

物圈中的其他生物》和第七单元《生物圈中生命的延续与发

展》。实验设计中，教师要明确教学方向：学生通过本环节内

容的学习，增强科学探究的理解，能够充分认识到生物体所

拥有的结构层次，对生物与环境、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更

深一层的理解。

实验开发可以结合不同的导向进行分别设计。例如在

《脂肪》教学中，教师将主要视角放置在脂肪在寒冷环境下的

作用为对象，组织探究型实验。实验中学生可以通过动手涂

抹动物脂肪的方式，来对寒冷环境中动物脂肪对于保温所起

到的积极作用进行观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教师还可以从

旁引入企鹅、河马、犀牛等动物形象，引导学生对动物脂肪

含量进行观察分析，探究动物脂肪含量和其所生活的温度环

境之间的关联。

在人与动物相似性的实验探究中，教师可以选择观察探

究类实验，通过人与动物最坚硬的骨骼进行实验探究的方式，

掌握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的共性，理解人和动物作为生物体所

拥有的关联。

在生命体的层次结构探究中，教师可以设计《会呼吸的

鸡蛋》实验项目。实验中采用显微镜实验方式，组织学生通

过显微镜对鸡蛋表面进行观察，发现鸡蛋光滑表面当中存在

诸多气孔，感受鸡蛋的“呼吸”，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鸡蛋的

层次。

（三）实验教学组织形式

为了能够使实验教学与学生的学习兴趣相互融合，教师

可以尝试以情境导入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进入到生物问题的情

境当中。本文所涉及的大量的探究性实验，本身有着较强的

与生活之间的关联特性，教师则可以采用生活场景引入，设

置专门的探究主题，来引导学生能够快速进入到预设情境当

中，感受情境当中的生物学问题。例如教师可以从观察事实

角度出发，引导学生对生物情境当中发生了哪些“事实”进

行描述。在确认“事实”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尝试找寻其

中的种种原因，认识到哪些原因对事实的出现产生了影响。

最后，教师引入实验项目，由学生通过实验的方式，找寻到

各个原因在产生影响方面所表现出的关联特性，帮助学生更

好地认识到实验解决问题的应用价值。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验教学是将生物知识与科学验证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对于初中阶段生物学科教学来说，实验教学方式

所能够实现的教学目标是传统课堂讲授式教学所无法媲美的。

教师要善于从探究问题出发，结合教材分析，组织创设趣味

性、有探究价值的实验项目，引导学生参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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