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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教学阶段，生物教学一直是教学过程中难度较大的部分，而对于高中生物教学来说，加强生物教学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步骤。

课堂是素质教育的主战场，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而高中生物学以其自身的特点，在高中众多学科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它与人类生活息

息相关，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如何在课堂上教好生物学，让学生们学好生物学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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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课堂教学的优化是要求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使学生既能

掌握基础知识，又能提高能力，开发智力，而且又减转过重的课业负担

的目的。优化课堂教学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生物界是丰富多彩的，

这就决定了生物的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化。教师在生物教学中应有效地贯

彻好新课改的要求，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全面的培养，提高学生对生

物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具备一定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帮助每一个学

生进行有效地学习，使他们得到充分发展。   

1 高中生物教师应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在传统生物教学中，教师为了让学生在考试时取得好的成绩，往往

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把每个知识点进行详细分析，

并进行反复讲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得口感舌燥，而学生在学习时的

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教师过于注重自

己在课堂教学中起到的知识灌输的作用，对学生的积极性和探索性没有

起到引导和调动的作用，学生在被动地接受教师传递过来的信息。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缺少了通过思考来把知识进行内化的过程，他们仅仅是

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知识。在遇到较难的生物问题时，不能灵活运用生

物知识。随着新课改的进行，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起到引导和启发的

作用，在学生探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对他们进行思维点拨，让学生的思

路能起到顿悟，提高他们的探究效率，让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的信心。  

2 运用有效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对生物学科产生兴趣，才能在课堂学习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对教师布置的课堂学习内容进行主动探究，并能积极和同学进行谈论，

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入。  

2.1 利用课堂导入创设悬念  

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教师不仅要教，而且要导。”好

的课堂导入能使学生的注意力快速集中，并对教师设计的导入环节产生

兴趣，促使他们对知识深入探索，使学生能有效理解知识，并体会到通

过探究学习获得的成功感。例如，在教学《伴性遗传》时，让学生讨论

性别是由母亲决定的还是由父亲决定的这个问题。这个讨论环节极大地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他们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正确，对新知识进行了

探究学习，使课堂教学顺利地进行到新知识的学习中，并让学生在学习

时保持强烈的探究欲望。在学习中，学生为了探究性别到底是由父母双

方谁决定的，他们的探究和学习都能很深入，使其学习效率大大提高。  

2.2 运用直观教学，丰富学生感性认识  

生物学科中一些抽象的知识单纯通过文字和教师的语言讲解很难让

学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具进行直观教学，

让学生通过直观感受来对知识进行深入理解。教师可以通过图片展示，

可以利用模型教学，还可以用多媒体制作课件来使教学内容直观具体地

呈现在学生面前，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降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学习难

度，使学生通过探索能获得收获。  

2.3 设置问题情境，激发学习欲望  

兴趣产生于认识和需要，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也

是参与学习的强大力量。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经常以新颖、生

动、活泼的例子导入新课。导入的方法有多种，如提问、讨论、设疑质

问等。  

例如，在讲“植物的蒸腾作用”时，教师对学生提问：“人怕太阳晒

而植物为什么不怕？”让学生根据问题进行探究，提高生物知识的运用

能力。在教学《植物的光合作用》时，让学生思考如果植物一直生活在

黑暗中，会是什么结果。学生根据学到的光合作用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思

考和分析，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使其对学到的知识进行了运用，更

好地掌握了这些知识，提高了生物思维能力和生物知识的运用能力。教

师在进行问题情境的创设时，要通过生活化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探究热

情，使他们在熟悉的事物中探究生物知识，感受到生物知识在生活中的

作用，使他们树立要学好生物的信念，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探究。  

3 注重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生物教学中理论和实验教学是紧密相连的，要让学生对生物知识进

行深入理解和探索，生物实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要在

生物实验中对学生进行指导，使他们用严谨的实验步骤和科学认真的态

度进行实验操作，结合生物知识来分析实验现象。  

例如：“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这一实验，有的同学在实验中

得不到清晰的四条色素带，这时候就要分析到底是丙酮加得太多，研磨

不充分，还是滤液细线划得太细。通过分析，让学生对这一部分内容的

理解更深入，促进了他们对生物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在分析问

题时能更深入。通过实验操作，激发了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学习兴趣，又

提高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培养了他们科学严谨的实验态度。在试验教学

中，教师在学生进行完实验后，要促使他们对错误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学生能通过实验现象的产生来掌握正确的实验操作，提

高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  

总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生物思维的发展，充分

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使他们对生物知识感兴趣，能主动地投入

到知识的探究中，并不断获得新的知识，提高生物综合能力的发展。高

中生物教师要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对教学方式进行创新，从调动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出发来进行教学设计，使课堂学习高效地进行，使生物课堂教

学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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