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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课堂改革的影响下，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往的理论灌输式教学并不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深刻理解。
针对这种情况，教学模式必须进一步进行改革，因此，近年来，生活化教学逐渐进入课堂，其在教学中可以进一步推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增加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兴趣，并能够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使学生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并以更加贴切的角度理解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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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以往的生物理论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

代素质教育发展理论，教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迫在眉睫。生活化生物教

学模式的应用能够有机的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生活联系在一起，使教学元

素变得更加多元化。进而是所学知识变得更加生动化，有利于加深学生

对所学生物知识的理解程度，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1 注重实际生活与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 
在传统的生物课堂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导致无

法将教科书中的知识和概念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中。长期的理论知识

学习会逐渐消磨学生的学习热情，甚至会让学生对生物这一学科产生厌

恶心理，对学生的整体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此外，生物知识涉及到了

知识面较为广泛，很多理论知识较为抽闲、零散，学生学习起来显得较

为吃力，常常混淆所学的各种知识。为了有效转变这一教学局面，理论

与生活的结合显得至为重要，尤其是在生物理论学习过程中。其能够更

加形象的将所学知识展示出来，让学生结合生活实践将所学知识进行归

类、划分，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认识程度。 

例如，当学习《爱护心脏 确保运输》这一章节时，学生应该充分掌

握以血液循环为中心的血管、心脏、血液循环、血压、脉搏等基础知识。

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本章节主要学习的内容，目的是掌握心脏的结构和

功能，为理解“血液循环”奠定基础。为了提高学生对心脏功能的理解，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一些常见的心脏疾病，如冠心病、先天性心脏

病等，通过对相关症状的病因分析，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心脏结构

的各种功能，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生物学习的实际意义价值。在

生物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运用身边常见的现象及时地解释生物知识，

将教学理论与实践生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认识

程度。在日常生活问题的解释中。学生能够感受到生物知识学习在生活

中的实际意义，让学生能够更好将生物知识应用与实践生活之中。生活

和课堂是相互依存的，用学生熟悉、感兴趣的材料代替教学内容，同时

又可以接近学生的真实生活。这样，原本较为枯燥的理论知识便能够变

得更加生动、形象，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能力，还为学

生的生物知识学习体系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 

2 注重教学知识与实践操作的结合 
将生物学知识扩展到日常生活是当前素质教育发展的重要维度之

一。只有有效的将生物学习与实践生活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帮助学生深

入理解所学习的知识理论，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在初

中生物学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结合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生物学

知识来鼓励学生进行动手探索，以提高他们的实践技能。实验探索能够

将生物理论与实践生活有效的联合在一起，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操作体

会到生物学习的奇妙之处。教师需要结合学生当前的学习发展能力，实

时调整实践操作的步骤，为学生的实践操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实际的

教学工作中，教学人员必须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心理状况适当地调整生物

教学计划，制定有吸引力的生活教学计划，提高生物学教学的质量。 

例如：在学习植物细胞的相关内容时，便可以将实践操作与所学理

论结合在一起。在进行植物细胞的讲解期间，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显微

镜进行实体观察。让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到课本中所描述的图画，加深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学生从实践应用之中深刻

理解所学习的内容，让学生体会到：所学习的生物现象就发生在自己的

身边。 

3 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初中生物教育应侧重于鼓励学生根据现实世界的经验了解教科书的

生物学知识。教学期间，教师应当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化，通过教学形

式的变化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现代化教学设备在不断的更新、发展，

尤其是多媒体器材的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形式。教师可以通

过多媒体将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积极引导学生探索相关现象。

探索精神不但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生物学习意识，在提高生物学习质量

的同时，还对学生进行其他科目的学习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4 注重教学内容与生活情境相结合 
现在，学生是课程教育的主体，所以在课堂上应该把学习的主导权

归还给学生。对于中学生来说，生物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过去的学习经

验很少涉及。为了快速帮助学生适应初中生物的学习模式，教师必须从

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进行引入，生物教学应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现有知

识出发。情境创设是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手段，在生物课堂中，教师需要

创设与学生的生活环境、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的教育情境。这使学生能够

自然地将生活情境转变为学习兴趣，自然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通过

生活情境的适当引入，能够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初中生物的主要学习要点，

让学生能够直接体会到：生物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其是学习周边现象

的研究性学术，进而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生物学习观念体系。学生在生

活情境下进行学习，通过自己的观察、操作、推测、交流、反思等活动，

逐渐体会生物学知识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学生知识学习能

力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周边所发生事物的根本原因。 

例如：在学习光合作用时，学生便能够充分了解绿色植物的“生活”

原理，充分了解周边植物的能量运作方式。在拓展学生知识面的同时，

提高学生对身边事物的理解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这种

方式，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充分应用到实际生活之中，为提高学生的认

知发展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5 结束语 
初中生物教学中应用生活化教学模式符合当前的素质教学发展趋

势，能够发挥出生物教学的现实意义。通过生活化教学方式，能够将较

为抽象化的生物知识通过更加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使所学的生物知识

变得更像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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