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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中强调提

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建成“互联网 +教育”

大平台，发挥技术优势，变革传统教育模式，推进新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大量研究都揭示了新媒体技术给

教育行业带来的巨大变革，能将抽象的知识直观化、动态化，

促进学生快速理解，缩短讲解的时间 [1]。为了改善高中生物

实验教学的困境、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如何利用新媒

体技术提高生物实验教学的实效，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知

识传播、交流互动、提高时间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就成为

中学生物教学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大背景下，高考升学压力仍对真

实教学有深刻影响。按照高考分值占比给不同学科分配教

学时间情况下，生物学科的教学时间常常少于物理化学，

面对压缩的教学时间和教学任务之间的矛盾，生物实验的

开出率大大降低 [2]。

均衡教育推进多年，不同区域的学校硬件条件差距依

然较大。有些学校的生物实验室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在实际实验教学活动中，缺少足够的设备。另外，学校对

生物学科及其实验课程的认知和重视度不够，生物实验所

需实际投入的资金难以保证实验的顺利实施 [3]。使得生物实

验开展十分困难，很多时候都是纸上谈兵式的讲实验。

多数老师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以讲解代替动手做

实验，将生物实验的原理、目的、过程的注意事项和结论

进行反复讲解，让学生死记硬背。这种教学方法并不能锻

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无法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 [4]。偶尔进行实验也采用老师先简单演示，学生分

组、分步骤进行模仿操作，甚至有的学生出于主观或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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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根本没有参与实验操作，导致学生普遍欠缺动手实践能

力和创新探究能力 [5]。学生对实验内容理解不够深入，无法

体现生物学实验的探究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的发展。

时间

高中生抽象思维能力普遍弱于形象思维能力，如对渗

透作用水分子和溶质分子速率的变化，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中物质的动态变化过程的理解，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

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是高中生物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传统的生物教学主要靠教师的口述讲解，加上板书，

最多有 PPT的教学加持，想让学生理解抽象生命现象需要

大量的教学时间 [6]。新媒体集合了声音、文字、动画、图像

等多种信息形式为一体的工具，利用新媒体动态化、声像合

一、直观化的优势，将一些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以声音、图

像甚至是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眼睛、耳朵

等多种感官，使得很多抽象的知识点变得一目了然 [7]。

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因实验教学时间有限，学生只

在被听学，缺乏互动。利用新媒体网络学习平台开创学习空

间，通过生动有趣的演示实验视频，学生可随时观看学习，

并留言交流讨论。大大缩短实验学习时间，还能在自由讨论

的氛围中，释放内心的好奇，促进学生共同成长，从而更好

地思考、讨论和动手操作。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逼真地模拟出在传统实验条件下难

以进行或耗费巨大的实验，无危险性、无限制地重复进行实

验操作，使学生快速掌握实验原理与过程。例如，T2噬菌

体侵染大肠杆菌、探究植物向光性、DNA的复制等实验。

虚拟现实技术不需要人为解决实验材料、试验药剂、废弃物

处理。更重要的是教师可以通过视频监控系统，了解学生对

每个实验步骤的操作细节，实时纠错，对其结果进行量化分

析和科学评价。

新媒体模拟实验具有可控性强、安全、效果好、成本

低等优点，但模拟实验只是一种模拟状态下的虚拟实验，过

分推崇模拟实验，忽视真实实验，会得不偿失，大大降低实

验教学的有效性 [6]。开展生物实验教学活动时，要客观认识

新媒体的作用，既要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同时又要防止不恰

当的使用，这样才能使新媒体在生物实验教学中得到最合理

的应用。

新媒体优势的充分发挥对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有一定

要求，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实现高效互动、深度加工，需要相

应的技术能力 [8]。多数教师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处于最简单

的功能使用上，以信息演示与搜索工具为主，较少作为师生

深层次互动学习工具。同时，年龄较大的老师受传统的教学

习惯的影响，对新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有抵触情绪。不想用、

不会用、用不好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媒体技术的

优势。教师需要建立终身学习观念，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

提高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技能，以适应教育快速发展。

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学科，

所有的生物学理论知识都有一定的实验基础，实验教学在高

中生物教学体系中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合理运用新媒体虚拟

现实技术，取长补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索，任重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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