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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key	role	of	innovation	ability	in	biology	teaching,	emphasizing	its	definition,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in	
high school biology practice activities. It elaborates in detail on three aspects: activity selection and design principles, activity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 By cultivat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ies, constructing 
exploratory experiments and projects, and providing necessary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 i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of biology. By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design, and 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provis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promo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there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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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创新能力在生物学教学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其定义、意义以及在高中生物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针对活动选
择与设计原则、活动内容与组织安排以及教学资源与支持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构建探索
性实验和项目，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和支持，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理解和学习体验。通过深入研究活动的选择、
设计和组织，以及教学资源和支持的提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如何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学
习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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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当今知识密集的时代，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还包括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生物学教学中，创新能

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

生物学概念，还可以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2�理解创新能力在生物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2.1�创新能力的定义与意义
在教育的背景下，创新能力是指产生新想法、方法或

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以及有效实施它们的能力。它包括创

造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性和承担风险的

意愿。从本质上讲，它使个人能够跳出框框思考、挑战传统

并制定创造性策略来应对各个领域遇到的挑战。在生物学教

学领域，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可以促进对生物学

概念的更深入理解，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在日益复杂和动态的

世界中茁壮成长所需的基本技能。在生物课堂的范围内，创

新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从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到研究结果

的解释和假设的制定。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生表现出在规

定课程之外进行探索、从事独立研究和对现象提出替代解释

的倾向。他们表现出好奇心驱动的心态，不断寻求新的探究

途径，并利用新兴技术来促进他们对生物过程的理解 [1]。

创新在重塑传统教学方法和将学习环境转变为探索和

发现的动态中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鼓励学生采用创

新思维方式，教育工作者可以培养一种探究、实验和协作的

文化，让学生感到有能力质疑既定的范式，挑战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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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科学知识的进步做出贡献。从本质上讲，创新是点燃学

生对生物学的热情的催化剂，推动他们更深入地参与和更有

意义地学习体验。创新能力不仅仅局限于学习方面，还延伸

到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领域。作为未来的科学家、

工程师、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具备强大创新能力的学生已

准备好应对紧迫的全球挑战，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到公共卫生危机和粮食安全。他们创造性思考、有效协作和

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积极变革的催化剂，

推动各个领域的创新和进步。总之，创新能力是生物教学的

核心，是培养学生求知欲、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

石。通过将创新作为指导原则，教育工作者可以激励学生突

破知识的界限，解决复杂的问题，并为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作

出有意义的贡献 [2]。

2.2�高中生物学实践活动的意义
高中生物的实践活动通过提供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理论

知识的实践机会，在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方面具有巨大的价

值。这些活动是抽象概念和有形经验之间的桥梁，让学生对

生物现象和过程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实践参与，学生可以

培养观察、实验、数据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等关键技能，这些

技能是在生物学及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基础。实践活动通过

提供一个动态和互动的探索和发现平台来丰富学生的学习。

与传统的课堂讲座不同，传统的课堂讲座往往依赖于被动的

信息传递，实践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培养更深层

次的好奇心和探究意识。通过操作材料、进行实验和直接分

析结果，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生物学原理和概念，从而加

强他们的理论知识并提高记忆力。此外，实践活动通过鼓励

协作、解决问题和独立探究来促进主动学习和学生参与。在

小组中，学生面临的挑战是交流想法、分担责任并集体集思

广益解决科学问题。通过这种协作过程，学生不仅可以培养

基本的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还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方

法，从而促进对生物学的更全面的理解。实践活动通过提供

创造力、实验和探索的机会，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方面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验室环境中，鼓励学生设计和进

行实验，分析数据并独立得出结论。这种探究式学习的过程

不仅激发了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培养了求知欲

和探索新想法的意愿。通过参与动手实验和探索，学生学会

跳出框框思考，挑战假设，并开发创新的科学探究方法。高

中生物实践活动是增强学生学习经验和培养观察、实验、批

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基本技能的宝贵工具。通过提供探索

和发现的实践机会，这些活动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发挥积极

作用，促进对生物学概念和过程的更深入理解。此外，实践

参与促进了协作、解决问题和独立探究，为学习界及其他领

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最终，通过将实践活动整合到生物学

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可以激励下一代科学家和创新者突破知

识的界限，为生物学领域和整个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3�设计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生物学实践活动

3.1�活动选择与设计原则
在选择和设计高中生物实践活动时，必须遵循几项原

则来指导教育工作者，以确保学生的有效性和参与度。在开

始选择和设计活动之前，教育工作者必须建立明确的目标，

概述学生应该通过参与实现的目标。目标应与课程标准保

持一致，旨在发展与生物学相关的特定知识、技能和能力。

此外，教育工作者必须定义可衡量的学习成果，表明学生在

活动结束时应达到的预期掌握水平。通过明确定义目标和成

果，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提供成功的路线图，并确保活动对他

们的学习之旅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有效的实践活动应该通过

向学生展示具有挑战性但可实现的任务来激发他们的好奇

心、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教育工作者应努力设计能够吸引

学生兴趣、激发想象力并激发对生物学概念和现象的深入探

究的活动。任务应精心设计，以鼓励探索、实验和解决问题，

营造一种环境，让学生感到有能力承担风险并接受失败，作

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通过结合挑战和新颖的元素，教育工

作者可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材料，并从他们的学习体验中获

得更大的满足感。将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案例研究融入活动

设计中，可以通过将理论概念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增强学

生对生物学的理解。教育工作者应从当前的科学研究、环境

问题和社会挑战中汲取灵感，设计与学生的生活经历和兴趣

产生共鸣的活动。通过在现实世界的场景中将学习情境化，

教育工作者可以展示生物学在解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紧迫的全球问题方面的相关性和重要

性。此外，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研究为学生提供了将他们的知

识和技能应用于真实问题的机会，为他们未来在生物学领域

的学习和专业努力做好准备。高中生物实践中的活动选择和

设计原则强调了设定明确的目标和学习成果、制定鼓舞人心

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及将设计锚定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

重要性。通过遵守这些原则，教育工作者可以创造有意义的

学习体验，吸引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并培养对生物学在

他们周围世界的复杂性和相关性的深刻理解 [3]。

3.2�活动内容与组织安排
在组织高中生物实践活动时，对内容和组织的一丝不

苟对于确保有效的学习成果至关重要。这包括选择合适的生

物学主题或课程内容，设计引人入胜的探索性实验或项目，

以及构建合理的时间表和学习过程。组织成功的生物学实践

活动的第一步是选择符合课程标准和学生兴趣的相关且引

人入胜的主题或课程内容。教育工作者在选择主题时应考虑

学生的不同兴趣和学习风格，确保他们迎合不同的偏好和能

力。此外，应根据主题在生物学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与学生日

常生活的相关性来选择主题。通过选择与学生兴趣和经验产

生共鸣的主题，教育工作者可以培养更大的参与度和学习热

情。一旦选择了主题或课程内容，教育工作者就可以设计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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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实验或项目，为学生提供在实际环境中应用理论知识和

科学原理的实践机会。这些实验或项目应精心设计，以鼓励

学生的探究、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们还应该旨

在促进协作和团队合作，营造一个合作的学习环境，让学生

可以分享想法、见解和发现。通过设计引人入胜且有意义的

实验或项目，教育工作者可以激发好奇心和好奇心驱动的探

索，使学生能够掌握自己的学习并更深入地理解生物学概念

和过程。结构良好的时间表和学习过程对于最大限度地提高

生物学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确保学生实现他们的学习目标

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应仔细计划活动的时间和持续时间，

为教学、实验、数据分析和反思分配足够的时间。此外，教

育工作者应考虑活动的节奏，确保活动以可控的速度进行，

并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吸收和内化关键概念。通过制定合

理的时间表和学习过程，教育工作者可以优化学生的参与度

和参与度，促进有意义的学习体验，激发对生物学的终生热

情。高中生物实践活动的内容和组织在塑造学生的学习体验

和成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选择适当的主题或课

程内容，设计引人入胜的实验或项目，并构建合理的时间表

和学习过程，教育工作者可以创建一个动态和互动的学习环

境，促进学生之间的探究、批判性思维和协作。最终，这些

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他们亲身探索生物学的奇

迹，激发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

3.3�教学资源与支持
在促进成功的高中生物实践活动时，确保提供足够的

教学资源并提供教师指导和学生支持是关键组成部分。这包

括确保必要的实验设备和数据，同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为教

育工作者和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教师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确

保进行计划活动所需的实验设备和数据的可用性和充足性。

这需要进行彻底的库存检查，以确认显微镜、移液器、培养

皿和化学试剂等基本实验室设备的可用性。此外，教师必须

确保访问进行实验或分析数据所需的相关生物标本、样本和

数据集。在缺乏特定设备或资源的情况下，教师可能需要探

索其他选择，例如与当地大学、研究机构或科学供应公司合

作以确保必要的资源。通过确保所需实验设备和数据的充足

性，教师可以促进计划活动的顺利有效地执行，最大限度地

减少干扰并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教师指导和学

生支持是成功的生物学实践活动的基本要素，因为它们在促

进学生学习和参与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应为教育工作者提

供全面的培训和资源，以有效地领导和促进活动，确保他们

做好充分准备，解决学生的问题，提供指导，并根据需要提

供帮助。教师应在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之间建立清晰的沟通渠

道，使学生能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寻求帮助、提出问题和获

得反馈。教职员工应该随时提供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通过面

对面的互动、虚拟办公时间还是在线交流平台。此外，主办

单位可考虑指派导师或朋辈导师，为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和

帮助，特别是那些可能需要额外帮助或鼓励的学生。通过提

供教师指导和学生支持，教师可以创造一个支持性的学习环

境，促进学生之间的协作、信心和学业成功。总之，确保所

需实验设备和数据的充足性，并提供教师指导和学生支持是

成功的高中生物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4�结语

创新能力在生物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精

心设计的实践活动，学生得以跳出传统学习范式，积极探索、

实验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解决方案的

能力。教育工作者的关键在于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和充分的

支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热情，并引导他们成为未来的创

新者。因此，将创新能力纳入生物学教学的核心，不仅有助

于学生在学习上取得成功，还能培养他们在社会和职业领域

的竞争力。在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教育工作者以创新为

导向，为学生提供更富有意义和挑战性的学习机会，从而共

同推动生物学教育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创新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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