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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根植课堂的实践研究,探寻构建生物情趣教学的有效策略和注意问题,进一步优化生物课堂,让学生在富有情趣

的体验感悟中获得新知,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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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生物新课程标准》指出：“提倡转变学生的

学习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合作,突出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生物课堂必须是快乐、

互动、高效的情趣课堂。为此,我认为课堂教学只有着眼于

学生学习情趣的培养与提高,学生的自主深度学习行动才能

活跃起来,教师的启发式、探究式教育行为才能活跃起来,

探究、互动、对话、展示才能成为课堂常态。所以,在实践

探索的基础上,我提出了创建生物情趣教学的教学建议。 

1 情趣教学概念界定 

情趣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教为主导,学为

主体的教学思想,从学生的生活和实际出发,创设情境,设计

相关活动,搭建体验平台,建立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调动

与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其智慧潜能,实现知识内化和生成,

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最终,在轻松愉悦的学习

环境下,使存在个体差异的学生都能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的情感体验,并在教师激情促思教学策略的引导下,实

现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共享、愉悦求知、共同提高,真正有

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适应未来的关键能力。 

教学中,“情趣”、“体验”、“生成”是三要素。情趣是

前提：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以情为纽带,才会缩短学生、教

材、教师的距离与隔膜,才会积极地体验文本。体验是途径：

它以亲身经历、实践活动为基础,又是对经历、实践和感受

的再认知。生成是手段：它是学生认知和经验的升华,这种

升华是对感受的再感受,对认知的再认知,对经验的再经验。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将知识潜移默化地应用在实践中。 

2 提出激情促思“六策略” 

2.1 课堂导语“先声夺人”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为此,我认为好的导

语会迅速带领学生走进课堂教学,迅速开启学生的兴趣之

门。实践中,我们可以采用美妙的音乐烘托气氛帮助学生平

静下来做好课前准备；用耳闻能详的诗词和美文创设情境激

发学 生探究新知；用有趣的视频、微课、小实验引发质疑

带领学生主动探究。可见,好的课堂导语如同情景剧的“序

幕”,会在教学中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2.2 简笔画“栩栩如生” 

简笔画是生物教师的基本功。在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

今天,简笔画依然可以有效帮助学生突破重点,解决难点,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学习“果实和种子形成”时,

可以用教师信手拈来的简笔画帮助学生巩固理解。先用简笔

画勾画出桃花传粉、受精的过程,再画出果实(桃的结构),

然后引导学生用逻辑推理的观点去推导各部分的发育过程。

这样边画边想,学生很快就理解了果实和种子的发育过程。 

2.3 顺口溜“通俗易懂”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课程深度建构

已经延伸到课堂教学的革故鼎新。新课程改变的不单是教材,

更主要的是教师的教学观念。针对初中生认知特点,利用顺

口溜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体

会到成功的喜悦。例如：在讲《心脏结构》时,就可用顺口

溜：心脏有四腔,上心房下心室,左右不通上下通,心房连静

脉,心室连动脉,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心脏的结构。 

2.4 情景剧“深入浅出” 

在教学过程中,情景剧是教师经常采用的一种教学形

式。因为,情景剧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还可以帮助学

生提高对问题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例如：在讲“生态系统

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时,就可以通过情景剧“狼爱上

了羊”,让学生在直观的情景剧中感受草、羊、狼数量的变化

关系。如果猎人把狼全都杀死了,让学生再次观察草和羊的数

量变化情况,从而明白生态系统然虽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

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从而巧妙地化解了教学的难点。 

2.5 教学素材“贴近生活” 

行知理论告诉我们,贴近生活才能满足学生发展的需

要。例如：在讲《生人的性别遗传》时,通过播放春晚李玉

刚的《新贵妃醉酒》,帮助学生认同仅看外表是不能判断男

女的,不仅温固了人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的知识,而且还

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人的性别遗传。 

2.6 课后作业“货真价实” 

作业既是课堂的延伸,又是知识巩固的主要途径。为此,

只有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兴趣爱好等特点,研

究设计课后作业,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作

业的有效性。例如：学做鲜花标本,掌握花的基本结构；学

习发黄豆芽,掌握种子萌发的条件；检测不同水质对小苗鱼

生活的影响,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动手作泡菜,了解乳酸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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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和泡菜的制作过程。 

3 情趣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俗话说：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为此,我认为只有适合学

生需求和教师特点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所以,在情趣教学

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3.1 注重体验和感悟 

对学生而言,学习也是一种经历。因此,教师要多给学生

创造亲身体验的机会,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情境(真实的生

活情境或虚拟情景)中,去经历、感受和体验。例如：《尿液

的形成和排出》一课,设计了这样两个活动。 

活动一：筛粮食。老师提供了白扁豆、黑豆、花生、黄

豆、大米、沙子等。第一次“筛”模拟了肾小球和肾小囊内

壁的“过滤”,分析大米粒要捡拾,恰凸显了肾小管的“重吸

收”作用,相得益彰。 

活动二：学生操作尿液形成的动态演示装置。注射器模

拟肾动脉；输液器变形、调整后,依次模拟入球小动脉、肾

小球、出球小动脉、肾小管外的毛细血管、肾静脉；滤纸模

拟肾小囊内壁；漏斗上面的“V”形模拟肾小囊；漏斗长颈

模拟肾小管；输液器中的红墨水模拟血液。先后进行分组实

验和小组展示,并且渗透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使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人体结构的精致与神奇。 

在这两个“做中学”“学中做”的活动中,课堂的气氛是

活跃的,出现了 3-4 次学生的欢呼,这恰是让所有学生都“动

起来”的高效所在。经 “动脑、动手、动口”三部曲,学生

演绎了“得到”知识的快乐,这就是情感体验式教学的“巧

妙”之处。 

3.2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杜威曾说：最好的一种教学,是牢牢记住教材和现实生

活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

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关系。为此,教师在设计各教

学环节时,应注重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出发,用所学知识来解

决实际问题。如教学环节中的“小反馈：久存的萝卜为什么

会空心？”,不论是教师口头提问的问题、还是文本呈现的

问题,都要充分联系生活实际和学生的生活经验。这样,通过

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对生物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注重设计有效活动 

课堂教学中要以活动的有效实施为核心,活动设计在于

精,不在于多；在于有效,不在于形式。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

为,学习不是由教师把知识简单地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

自己建构知识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和知识,设计富有情趣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经历、感受、

体验知识的过程中,展现思维魅力,让课堂成为学生活动的

天地,展示自我的殿堂。教学中,有些教学内容比较简单,仅

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看,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讲清楚。如果让

学生去自主探究,或许会花十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表

象上来看,这似乎降低了传授知识的效率。但是通过活动,

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在探究过程中综合素养的全

面提升与发展。 

3.4 注重运用信息技术 

情感体验式教学需要教师采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简单

多媒体环境教学,如果有条件还可以运用交互式多媒体和网

络多媒体环境下的教学。教学中 PPT 课件与动画、视频相结

合,既能为学生的学习创设情境、拓展教材资源,又增强了学

生的直观体验,有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如在《细胞的生

活》中,首先插入了一段小视频——小鱼的生活状态,来引入

课题；又如在《人体内能量的利用》的课件中插入了“如何

用天平正确称量食物的质量”的视频。再如在《绿色植物的

呼吸作用》中,设计了数字故事“玉米的一生”,诗意化的联

系生产实际,拓展学生的视野。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一节课,可以在智慧教室内,使用随机点名程序、活动倒计时

钟、答案投票器实时呈现软件,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及时反馈学生学习情况的和师生之间的互动。 

3.5 注重小组合作共同提高 

小组合作,帮助每位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例如：在“探

究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实验时,教师就可以进行大胆的创

新。课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银边天竺葵进行暗

处理,采用不同形状的黑纸片遮盖,增加了实验的多样性和

趣味性。小组合作,强调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形式,使不同层

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发展。课上,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让老师

非常欣喜,实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由此,我想到学生的

潜能是无限的,只要挖掘的好,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大的释

放,为学生一生的发展负责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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