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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主学习能力是新时代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只有学生自身具有自主学习意识才能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之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提

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对学生独立自主素质的培养。为了更好的在课堂上贯彻自主学习模式，一方面教师要完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另一方面学生本人要转变旧的学习方法。在学生和和老师的双向努力之下把教学课堂建设成为自主学习的课堂。所以本文对高中

生物教学中如何实践自主学习模式策略进行了研究，以提高高中生物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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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明显，教学方式的改革也逐渐成

为当今时代的教学热点。这次改革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摒弃，是对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以致用"是对学生学习成果 基本的要求，自

主学习成为了主要的教学方式。因此老师要退出教学中自已的主导地位，

把课堂完全的交给学生，转变学生长期以来的被动地位，在老师的辅导

之下达到自主学习的目的。自主学习是对学习内容的探讨，在这种教学

方式下，学生由"厌学"实现了向"乐学"的转变，达到了高效率学习的目

的。而高中生物与人体组织，动植物的栖息方式息息相关，也是一门有

趣的科目，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能够培养对高中生物的学习兴趣，从而使

高中生物学习事半功倍。 

1 自主学习意识是创设自主学习模式的前提 

高中生物教学中 为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

好，讲课内容也听得懂，然而从作业的完成情况来看效果却不怎么理想。

这种学习的假象往往都是学生在上课中缺乏思考，没有清晰的思路，完

全遵循老师的授课内容导致的。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这是严重缺乏自主

学习意识的表现，所以创建自主学习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而前提就

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让学生懂得学习，懂得思考，保持在课

堂上思路清晰，有自己独特的听课方式，对老师讲授的内容不能被动的

接受，一定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对教课内容融会贯通。另外就是教师要在

课堂上列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点充分运用到实际的

问题当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 绘制思维导图以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高中生物(苏教版)从必修一到必修三(还有选修一和选修二)，涵盖

的知识点可谓是相当多，记忆起来也比较困难。因此教师可以帮助学生

绘制思维导图，思维导图是对学习内容总的汇聚和总结，是把相关知识

点连接起来的桥梁。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总结

概括能力还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如苏教版高中生物必修三中

对生物科学的研究，首先联想到我们身边的生物科学并存在的问题，进

而联系到我们个人，包括人体的生命活动的调节以及人体各项身体机能

稳态的调节等等。学生通过自己绘制思维导向图有利于思维的转换，也

有利于对所学内容的综合应用，也是建设自主学习教学模式的有效形式

之一。 

3 利用周边资源，激发学生兴趣 

高中生都处于青春叛逆的年龄，对学习缺乏兴趣。所以高中生物教

学首先 重要的就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学生具有了学习动力，对学

习产生兴趣之后学生才能够自主学习。一切缺乏兴趣的学习都属于被动

学习，所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基本的前提就是培养学生对高中生物的

兴趣。比如在学习细胞中的生物大分子时，需要对生物大分子的基本骨

架以及组成成份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做出了解。为了给生物课堂增添趣

味，吸引学生兴趣，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别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分别

为糖类，脂质，蛋白质，核酸。然而学生根据课文的预习情况轮流进行

发言，通过讨论使得学生对生物细胞中的分子结构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掌

握。这样一来，将会使后续的学习难度降低一大半。 

4 提出问题，转被动为探究 

高中生物包含了许多结论，而大多数教师在教学时为了节约课程时

间都是直接套用结论，忽视对对结论的研究和探索。这种教学方式完全

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所以在生物教学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提出问

题引导学生对结论的探究，发散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自主学习的真谛

所在。例如在学习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时，教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为什么你的父母都是单眼皮，而你却是双眼皮？"，学生会对此问

题做出不同的解释，回答的结果大同小异，在学生讨论完结果之后，老

师再带领学生翻阅课本，通过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内容并思考后找到问

题的答案，这样一来，学生便由被动转化为主动，并自主对新知识进行

探究，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灵活运用能力。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主学习模式促进了教学效率而且还增强了学生的学习

能力。把自主学习模式贯彻到高中生物教学之中，是对老师和学生的共

同要求，也是双方的共同职责所在。作为老师要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动

力和兴趣，作为学生要改变自身的听课方式和学习方式，做到课前及时

预习，课后及时复习，培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培养既要求学生要有自主学习意识又要有知识探究的能力，从而促进

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练习，提高高中生物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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