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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课改背景下的初中生物教学
文/周莉

摘要：以初中生物教学为例，我们要注意积极地推进课程改革，展现出生物学科的魅力，让初中学生能够

拥有科学探究的体验和科研探究的精神。拉近学生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绿色的生活意识。当然，推

进课程改革时，我们也可以建设校本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对接自主学习空间与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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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要展现出学科优

势，用专业魅力来吸引学生，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和负

担，要展现出教师的教育智慧，激活更多的教育元素，

不断地设计各种学科创造创性的活动，将教活动与学活

动融合。当然教师还需要将学生转变为教学活动的主

体，促使学生能够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同时构建

自主学习体系。在初中生物教学会为学生揭开生命的奥

秘，拉近学生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科研探究

的能力和科研态度。这也是当前双减政策的目标指向。

新课改活动与双减政策的同时推进，显然有助于我们落

实初中生物教学目标，并且有助于我们引领学生实现全

面的发展。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

一、为学生营造学习共同体

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中，人们往往会将认真刻苦、独

立奋战型的学生作为最合格的学习者。但是社会发展需

求的人才是有专业特长而且善于与他人合作的创造者，

因此我们应及评估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关注学

生的内在与外在，让学校教育发挥预期价值。在推进初

中生物教学时，学生是有强烈探究欲望的学习者，学科

是探究生命奥秘的科学性学科，这些都是我们落实教育

目标的载体。期间可以将学生的个人能力与群体效能进

行有效的整合。此时合作学习空间的生成，不仅仅可以

发挥出助学价值，还能够影响学生的认知和共识。如，

在讲解《绿色植物呼吸作用》这一知识点的过程中，教

师在课程中首先可以借助动画的方式为学生呈现植物呼

吸的过程，让学生对基本知识进行掌握。在后续中教师

就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实践和探讨。当然为了提升

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还可以从现实学情出发进行积

极地设计。既展现出学生的个人优势，也为学生营造

适宜的学习氛围。当然我们还可以增强仪式感，进而让

学生能够端正学习态度参与群体活动。其中小组竞赛、

演讲、辩论、角色扮演等等多种方式都可以融入其中。

初中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他们对于课堂教学往

往并不感兴趣，总是会时不时地表现出一定的叛逆性。

我们要让学生收心，才能和学生进行积极地对话，激活

学生的情感，让学生主动的完成学习任务。我们应为学

生营造优化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直观

的搜集专业信息，不断地被触发灵感，能够和同学、教

师进行积极地对话，这显然有助于学生收心凝神。当然

除了要把握课堂教学的时间，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完成互

动学习，参与小组活动，在最近距离的互动中对学生进

行积极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引导学生组建的学习小组在

课堂之外、校园之外进行积极的活动，让学生能够生成

团队意识，这种学习氛围的营造对于初中学生的内在成

长也可以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如，教师可以为学生设

置实践课题——“观察校园中的植物”，让学生分工合

作，开展好相应的记录、资料收集、观察工作从而完成学

习任务。我们还可以让学生调查了解区域内的自然环境资

源，让学生能够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空间有积极的把握，

生成“爱家乡”的情感。期间我们可以让学生参与学科整

合，在完成生物学习目标的过程中，同时让学生生成个性

化的作品，借助小组合作完成作品的营销，此时学生的学

习活动还可以和区域产业链的生成进行衔接[1]。

二、为学生营造人文化的学习空间

在初中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内在的转变速度会远远

大于外在的转变速度，换一种角度来说，内在变化会影

响学生的外在变化。在引领初中学生参与生物知识的学

习活动时，以解读生命的意义为主题，为学生营造人文

化的学习空间，让学生能够生成学习期待，会有助于学

生实现内在的小我与大我建设。当然，在人文气息浓郁

的初中生物课堂中，师生关系也会变得融洽，学生会不

断地反思，进而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如学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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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的制造——光合作用》一节时，为了让学生意识到

在阳光下每一片绿叶都在生命活动。我对学生说：“在

阳光下每一片绿叶都在生命活动，这生命活动在盛夏尤

其活跃，因为复杂的生命活动，树木便活下来，生命活

动决定植物的存亡。那么生命活动是怎样依靠土壤、空

气等物质生产有机物质的呢？它又是怎样影响的环境与

生活的？我们如何打造绿色与未来的生活呢？”相比直

接给学生讲大道理，把大量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海

中，让学生硬生生地接纳认可我们的观点，这种激活学

生的情感，引发学生的质疑，让学生以探究者的身份融

入学习活动的方式显然更有助于初中学生转变学习过程

中的内在心态与外在表现。当然，在落实初中生物教学

目标时我们还可以捕捉社会热点，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

发与学生讨论，引导学生的情感和思想。不仅仅培养有

行动能力的学习者，还能够培养出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

社会型人才，而这也极为贴合初中学生的天性。当前的

青少年存在道德缺失现象也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

一，而解决学生的现实问题离不开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共

同努力。构建人文化的学习空间，对学生的情感进行疏

导，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能够拥有表达交

流的契机，显然有助于学生在“小环境”中不断地生成

融入“大社会”的能力，此时为学生减轻的不仅仅有学

习压力，还会有各种心理压力。

三、整合生活空间引领学生参与“旅学”活动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学生搜集信息的渠道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此时，我们可以应用多种方式来引

领学生参与“旅学”活动，让学生在观察、感知的过程

中不断地生成。在推进“旅学”活动时，我们可以从

“实体”与“虚拟”两个领域进行积极地开发。如在学

习《植物的蒸腾作用》时，可由农村的一句俗语引入。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同学们想知道这里面

包含什么生物学原理吗?以此来引领学生完成自主求知

之旅。在学生完成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微

课，积极融合学生的预判、已有的体验，书本上文字、

图片等知识信息，进而让学生能够参与知识、思想、情

感的“旅学”活动。如在学习《血液的组成及功能》

时，在课前出示了一张血常规化验单，并提出问题:同

学们知道这张血常规化验单上各数据分别代表什么?各

有什么功能?怎样判断这些数据是否正常?此类导入，都

是从学生身边的现象、事实入手，通过设置疑问，创造

了学生思维上的矛盾冲突，给学生留有思维上的空白。

期间我们选择的话题对于学生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而这

种话题恰恰可以做到恰到好处，让学生想要对于某一个

领域进行深入探究。课堂中短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知识

的涉猎是不足的，我们给予学生的信息是生活化的，

但是却又不是学生熟知的，此时学生期待教学内容能够

与开放性的学习任务进行整合，在课堂之外也能够完成

自主探究活动，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信息的涉猎活动。对

于初中学生而言，这也是他们生成生涯规划能力的基础

之一。如在《地面上的植物》一课中，我们教师应当在

课前为学生们布置任务，由学生们观察家里的园子、附

近的公园，抑或小区里的绿化等，学生们的所见所闻都

将是展开想象很重要的素材。学习情境中教师可以进行

相应的引导，学生们正在追逐打闹，看到了一棵挺拔的

树，那棵树格外的高，叶子是什么形状的，以此加深学

生的印象促进记忆点的形成，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问题

对学生们设置新的记忆点，如“某某树的树叶是什么

形状的”，并提前准备几片树叶及草叶为学生们展示

带入新的记忆点，以促进学生们更好的接受课本上略

为抽象的理论知识。在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中，初中

学生会生成观察生活的能力，当然也会生成整合学科

知识的能力。

四、设计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见识

初中学生喜欢自由的学习环境，与小学生那种放飞

自我的天性类似，初中学生也喜欢探究自己感兴趣的课

题，当然初中学生的表现是“感性”融合“理性”。他

们参与探究活动不仅仅是基于兴趣，更多的是给予自我

的肯定。他们想要介入现实生活的建设。在当前的“双

减”教育背景下，我们可以应用这种方式，为学生不断

地拓宽学习空间。让初中学生能够完成个性化的学习活

动。如布置课外作业使学生对家乡的生物资源和生态环

境进行调查，掌握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的方法，了

解家乡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在

一些职业学校中会强调产教结合，借助实训活动让学生

拓宽专业视野，了解专业知识的发展走向，并且生成解

决问题的能力。在开展初中生物教学时，我们可以对此

进行借鉴。以调查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区域环境资源，就

可以让学生实现信息对接，进而生成生涯规划的意识和

能力。这也是让学生抱有学习热情，并且逐渐变得理性

的方法之一。当然，除了这些调查性的学习活动，我们

还可以让学生参与各种可操作性的活动，让学生以多种

方式来生成个性化的成果，并且积极地进行展示。此时

可以让学生在外在捕获各种信息，拓展专业见识，还可

以让学生不断地产生影响力，把自己的个性化见解进行

共享，进而让学生能够成为成熟型的学习者。如动植物

标本采集制作、生物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及对环境适应

的观察、害虫害兽的防治、益虫益鸟益兽的保护、生物

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以及调查报告、科技小论文的撰写

等。实践证明，加强课外作业与社会实际和生产实际的

联系，可以充分体现生物与生活、生产、社会、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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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而初中学生最期待的就是和外面

的世界建立起有效的链接，让更多的人

能够肯定自己。这种深入融合生活的教

育方式，会给学生更大的影响，进而让

初中学生身心健康地成长起来。

五、做好实验教学的改革

生物、物理、化学这些科学性学

科的发展都是以动手操作为基础，在引

领初中学生完成科学性知识的学习过程

中，我们也需要将探究性的动手操作作

为载体。不过观察当前的初中生物实验

教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的

不足。在推进课程改革活动时，我们要

展现出初中生物教学的本色，让学生能

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参与

各种可操作性的行动。在初中学生自己

揭开生命的神秘面纱时，学生会从学知

识逐渐地转变为探知识，他们会有更多

的发现。学生有了这样的能力基础，会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更多的探究活

动。当然，在优化初中生物实验教学

时，我们不能仅仅让学生做实验，我们

还需要让其发挥出教育价值。如在《昆虫的主要特征》

一节课的实验中，教师可以将这一节课的实验任务提前

几天布置下去，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昆虫，

在实验过程中进行观察。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

生参与生物实验的积极性，还可丰富实验的材料，提高

学生对于各种昆虫特征的认知。当然还会让学生拥有进

入大自然的契机。如：在“观察蝗虫”这项实验中，教

师要带领学生提前预习，明确该实验的目的是了解蝗虫

的形态特点，所用到的实验材料有蝗虫、镊子、放大

镜、解剖盘等。此时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者，还是实验教

学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实践者。学生会在其中进行

多方面的考量，进而为自己完成自主探究活动奠定基

础。如：在进行“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这项实

验时，要先用体积分数为75%的酒精分别配制体积分数

为5%、10%、15%和20%的酒精，再将水蚤放入体积分

数为5%、10%、15%和20%的酒精中，最后在显微镜下

观察水蚤心脏的跳动，并记录心率，列表或绘制曲线，

得到结论。此时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外在表现来审视学生

的内在变化，对于学生的思想、认知、情感等等进行全

方位的考量，既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精神，也让学生拥

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与道德品质。当然除了这些能够快速

得到结论的实验，我们还需要让学生参与各种养成性的

实验。如：蜗牛壳可再生，螳螂属于杂食动物、母鸡会

吃自己的蛋等等，学生听到这些问题一定会觉得很好

奇，然后教师就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养一养这些小动

物，观察一下，看看老师说的对不对。教师将生物实验

从实验室搬到生活中，可以提高学生的观察力，还可以

提高学生对生物实验的积极性。这种养成型的教育活

动，能够让学生生成更多的感知，让学生能够立体化的

和外界之间建立起有效链接。学生此时还会建立起责任

感，在生活中养成积极规划的意识。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学段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需

要承载着更多的教育目标，初中学生正处于质变期。作

为专业的教育者，我们要展现出学科优势，还需要发挥

出综合的能力。其中，我们需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进而让学生能够不断地生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初中

生物教学实践中，我们要积极地推进课程改革，生成校

本课程体系，让初中学生能够在感知生命、科学的过程

中，生成健康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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