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7 期◆版本 1.0◆2019 年 7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6 

Education research 

高中生物教学中的遗传学教学分析 
 

余凤兰 
遵义市第四中学 
DOI:10.32629/er.v2i7.1915 

 

[摘  要] 本文主要以高中生物教学中的遗传学教学为主题展开分析,结合具体教学案例,从课前趣味导入、知识网络结构构

建、加强知识探究学习、理解与巩固知识记忆四个方面,深层次分析了遗传学教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有效教学方法,全面提

高遗传学教学质量,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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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作为高中生物学科的重要内容,也是必修内容之

一,直接关系高中学生生物成绩的高低。遗传学的学习,传统

模式下学生兴趣低下,并且不利于学生深化理解与掌握遗传

学知识,不利于遗传学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与新课程标准

理念相悖。遗传学知识相比其他生物内容,具有抽象化特点,

尤其是在质量性状与数量性状内容方面,抽象特征更是显著,

学生直观探究性学习活动的实施,需在教师的指导下实施。

如何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有必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帮助学生高效学习遗传学知识,全面提高学生高中生物整体

学习成绩,为学生个人事业发展夯实基础。 

1 课堂趣味导入,有效提高学生遗传学学习兴趣 

课堂导入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基础环

节。通常情况下,一个有趣的课堂导入,将会使得课堂教学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因如此,课堂教学导入环节,教师通常

会采取一些手段,例如多媒体导入、谈话导入、故事导入等

多种方式,激发学生新课学习兴趣,或者帮助学生完成新旧

知识迁移,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高效完成课堂教学

目标夯实基础[1]。 

例如：高中生物《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授课之前,

生物教师为了让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并持有足够的学习

兴趣进入学习状态,生物教师采取提问方式导入新课,同时

为了让学生自觉进入教师预设的导入情境中,生物教师在提

问时,采取困惑的表情与疑惑的话语,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

外加生物教师的提问,可让学生在翻开课本时,心中产生好

奇,并疑问生物教师心中觉得奇怪的是什么东西[2]。紧接着,

生物教师面部呈现出不可理解的表情,结合讲解主题,提出

疑问：基因不是完整的生命体,基因如何进行表达？此刻,

学生在听取教师的疑问时,会不由自主跟随教师的疑问,好

奇翻开书本,并在教材中寻找解决教师疑问的答案,没有翻

开书本的另一部分学生,也会紧随教师的问题,进行激烈的

思考与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学习完全属于主动,可有

效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在学生积极参与思考的过程中,

有助于学生发动思维,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总而言之,生物

教师在授课之前,通过不一般的开场白方式,导入课堂,能够

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促使学生对教师的新课讲解内容产

生好奇心,然后在教师的引导下,会逐渐将注意力转向课本

学习。在生物教师生动有趣的言语引导下,可调动学生学习

积极性,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进入到新课内容学习中,无

疑是为提高教学效率夯实了基础。 

2 构建完善知识网络结构,强化记忆 

高中生物遗传学知识点在整个高中生物教学中,占据了

较大的比重,并且有着繁杂的知识点,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点

有着大量重难点,外加众多学术名词,学生在实际学习中,相

比其他生物知识点有着一定的学习难度[3]。正因如此,为了

让学生学习有条有理,学生需要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并找

到各个学术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与联系,并以此构建完善知

识网络结构,从而有助于学生更好掌握生物遗传学知识点。生

物教师可借助多媒体形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展示简单明

了的知识结构图,或者在黑板上进行板书,逐步培养学生知

识点梳理能力,建立完善的立体遗传学知识结构图[4]。 

例如：高中生物《遗传因子的发现》教学中,生物教师

可结合孟德尔的杂交试验,构建简单的知识结构图,根据杂

合子包含有显性遗传因子、隐形遗传因子,杂合子自交会直

接造成形状分离,表现出相对性状,相对性状基于显隐性角

度进行区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显性性状、隐形性状,隐

形遗传因子可控制隐形性状。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遗传因子

当中的多个学术名词之间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生物教师可

在不同学术名词之间,利用箭头线相互连接起来,并且在线

上填上相关的动词,这样一来就可以将整个《遗传因子的发

现时》当中的知识点,构建成为一个大概的知识结构图。生

物教师以这种方式引导学生将章节内容,制造成为一个知识

结构图,然后在新知识学习中,借助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联系

整合起来,做成更大的知识结构图,有助于学生高效复习知

识点。基于此,高中生物遗传学教学过程中,为了方便学生记

忆,帮助学生高效掌握知识点,教师可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

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图,然后学生在今后的复习学习中,可

通过知识结构图快速找到每一个知识点,并发现知识点之间

的联系,可高效促进学习效果的提高。 

3 注重知识探究学习 

探究学习方法作为一种常见的学习方法,在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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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

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合理分组,然后以小组形式对课

堂学习内容展开探究式学习,在轻松掌握生物知识的同时,可

有效培养合作能力、交流能力等,以此促进学生全面发展[5]。 

例如：高中生物《遗传物质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学习时,

生物教师可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相关视频,组织学生进行

观看视频,结合课本内容,学生从中可以获取如下知识点：由

生物在自然群体或者杂交群体遗传变异规律表现出来的性

状,主要分为质量性状、数量性状两大类。在此基础上,生物

教师需及时提出问题：质量性状与数量性状哪一个更加容易

发生变化？说说自己的理由。在明确探究主题的基础上,组

织学生列举质量性状与数量性状定义、特点、案例等,进行

相比较,并以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所谓“质量性状”,指的是

适应外界环境的影响,在种群中出现的不连续性变异的性

状；然而“数量性状”,指的是已受到环境的影响,在一个种

群内连续发生变异的性状。两者特点,简单来说主要体现在

环境影响度的区别上,质量性状的特点,其主要是受到一个

或者多个主要基因决定,也正因如此受到环境影响较小,进

而会产生非连续性变异,学生可结合此特点,对群体内的每

一个个体进行明确的性状分类。在此基础上,学生结合自身

明确的质量性状特点,列举出一些案例,例如：血型、动物性

别等。再比如棉花的抗病性等则是常见的数量性状。通过这

种有效的比较,学生可发现在人类生存的大自然界当中,数

量性状的出现范围显然广于质量性状。基于此,学生可通过

上述有效讨论,并总结出 终结论：数量性状 容易发生变

异,并一一陈述相关原因。 

4 理解与巩固知识记忆 

高中生物知识学习过程中,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

直接影响后续新生物知识的学习,学生对基本知识不熟悉会

让后续的教学具有诸多困难。基于这一认识,生物教师在授

课实践中,需重视学生生物基础知识的掌握,让学生多读多

练,运用多种丰富教学手段,让学生增强遗传学基础知识的

记忆,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生涯中,强化遗传学基础知识的

记忆,并在练习中保持能够熟练运用遗传学基础知识。 

例如：高中生物《基因指导蛋白质合成》,学生一旦教

材中的基础知识掌握不够牢靠,会直接造成学生对部分知识

点弄混淆,诸如：mRNA、tRNA功能难以明确,更为严重的是部

分学生虽熟悉基础知识,但是并不了解mRNA、tRNA的具体运

作情况。基于这一情况,生物教师在具体授课中,可利用多媒

体设备,播放与之相关的视频给学生,让学生直观感知mRNA、

tRNA具体运作情况,促使学生能够明确mRNA、tRNA的本质区

别。除此之外,面对一些繁杂、零散的知识点学习,生物教师

可通过课堂提问、练习等多种方式,从中紧紧抓住关键词,

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相关知识点,促使学生通过关键词可联

想到相关知识点。例如：学生在记忆减数分裂时,生物教师

可设置题目：减数分裂就是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在产生成熟

生殖细胞,进行染色体数目增加或者减少的细胞分裂。 

5 结语 

综上,高中生物遗传学教学中,鉴于遗传学知识点具有

较强的抽象性特点,不利于学生学习。因此,生物教师教学实

践中,需以学生为主体,在掌握学生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有效掌握

遗传学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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