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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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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
龙威

重庆市武隆中学，中国·重庆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在朝着信息化迈进，启发式教学因在教学活动中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突出，与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匹
配，既能抓住学生的兴趣点，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论文通过对高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随后从五个方面对启发式教学在高中阶段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以此来供相关人士交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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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启发式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为具象化地去理解一些复

杂难懂的生物知识点，展现了其在教学上的优势。在实际教

学中的应用，为学生创设了丰富多彩的情景，同时也打开了

学生的视界延伸了思维面，一定程度上帮学生减少了学习负

担，其优异的功能性可见一斑，我们还应继续研究和探寻启

发式教学更多的优势，使课堂教学满足每一位学生的学习

需求。

2 高中生物教学存在问题

2.1 教育理念滞后

虽然创新型教育理念层出不穷，但部分理念在落地方

面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地区高中生物教师仍然沿袭着过去传

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少学校的生物课堂

仍然是教师的“一言堂”，未能在生物课堂教学中彰显出学

生的主体地位，因此难以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二是不

少教师仍然沿袭着单向式的教学方式，只顾知识的灌输，不

重视学生实际的学习进度与学习能力；三是部分教师仍然秉

持着“唯成绩论”“唯结果论”，过于重视学生生物考试成绩，

使得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与结果的评价方式过于单一，难以全

面反映学生现目前的真实水平。

2.2 对于生物实验教学重视不足

目前高中阶段生物教学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便是各大

院校对于实验教学重视程度不足，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生物

教学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学校、相关教

育单位对于生物实验经费、实验仪器、设备设施投入不足；

教师在生物实验方面缺乏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技巧。这些现象

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实验教学的推进，从而影响了生

物教学质量的提升。

3 高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策

略分析

3.1 制作思维导图培养归纳概括思维

高中生物教学内容中会涉及到多个概念、定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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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与定义较为零散，这也使得不少学生对于概念的认知较

为片面化，因此教师应当引导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归纳概括

能力。归纳概括思维是科学思维的基础，在生物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当引导学生通过思维导图等形式，独立完成概念与定

义的归纳整合，从而养成归纳概括思维的习惯 [1]。例如，在

学习人教版高中生物《物质跨膜运输》的课题内容时，高中

生物课本中所涉及的主动运输与被动运输的特征，三种物质

运输的方法比较等概念较为杂乱、分散，学生学习难度较大。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物质的能量转化为主线，制作相应的思

维导图，从而系统地掌握该部分内容与各系统间关系，如可

以按以下步骤进行上述概念的思维导图制作：项目对比→

运输方式对比→是否需要载体蛋白→是否对细胞的能量消

耗→水、葡萄糖、气体的实证。

3.2 比较易混淆概念培养比较分类思维

比较分类思维也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分

类是指对比两种或多种具有相似属性的事物的相同与不同

之处，并将其进行分类的过程。在生物学课本中，存在不少

字面意思相似的概念，教师应当引导学生通过制作表格的形

式，将各个概念定义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能够分辨出各个

概念的异同，从而培养学生的比较分类思维。

①对比呼吸与呼吸作用在概念上的异同，并加以说明：

呼吸是人类或动物吸入O2、排出CO2的过程。呼吸作用是动、

植物的组织细胞分解有机物，产生 CO2和 H2O，并释放一

定能量的现象。

②对比骨骼与骨在概念上的异同，并加以说明：骨骼，

是由多根骨连接而成。骨，形态、尺寸各异，基本构成成分

相同，骨与骨通过骨连结组成骨骼。

③对比骨连结、关节在概念上的异同，并加以说明：

骨连结可根据活动形式分为不活动、半活动和活动连结三种

形式。关节是指一种活动的骨连结。

④对比气管与气门在概念上的异同，并加以说明：气

管是蝗虫用于实现身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器官。气门位于蝗虫

腹部，是气管的开口。

⑤对比无机物与无机盐在概念上的异同，并对无机盐

属于无机物加以说明。

3.3 巧妙设问培养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科学思维的核心组成部分。要提升学生逻

辑思维能力，需要教师针对教学内容进行巧妙设问，启发学

生主动思考 [2]。在实际的生物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目前

的知识掌握程度与知识结构，进行递进式的、具有一定逻辑

性的问题设置，使学生能够自发地观测、整理、分析、思考，

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例如，在病毒、生命活动、

人的生殖与发育、缩手反射以及艾滋病发展的过程中，细胞

起到了什么作用？让学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进而强化

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强化实验教学，培养科学思维

新课标对学生生物实验提出了明确要求：掌握基本的

生物实验操作技能与方法、基础的研究和实践能力、形成科

学思维的习惯。因此，除了帮助学生掌握生物实验方法之

外，教师应当着力于在生物科目的实验教学设计环节融入主

动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等思维方式，从而提升学

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另外，教材内容知识点较为分散也使得

学生难以对所学知识进行一个系统化的概念，如高中生物

课本中涉及的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

落→生态系统→生物圈，高中阶段的学生难以将直接散乱的

知识点与关系进行有效归纳与总结，需要任课教师加以引导

教育。

3.5 提升学生的实验参与度，培养主动性思维

目前生物教学过程中，因为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紧、

教学内容多等问题，不少教师会在课堂上采取演示实验的

方式进行教学，这种单方面灌输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参

与度，也打击了学生主动观察分析、主动学习的热情，从而

使得教学成效也大打折扣。因此，为提升学生实验参与度，

可以采用学生自主实验的方式进行教学工作。自主实验的教

学方式可以打破过去单项式教学的弊端，充分激发学生的自

主学习热情，让学生能够主动地去观测实验对象，整理分析

实验结果，并主动思考结果背后反映的科学原理，从而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与主动性思维能力。启发式教学，作为高中生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中生物学理论知识教学重要方式。

通过优化概念教学设计，将比较与分类思维、归纳与演绎思

维、分析与综合思维、抽象与概括思维、批判性思维等思维

方式融入概念教学中，从而在提升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

同时，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启发式教学是当下高中生物教学课堂的重

要教学方式，也是新课标背景下中学教育的重点内容。因此，

值得每位教育工作者们给予高度重视。在实际的生物课堂教

学中，教育工作者应当在生物学科的概念教学与实验教学两

方面下功夫：在概念教学设计中融入比较与分类思维、归纳

与演绎思维、分析与综合思维、抽象与概括思维、批判性思

维等思维方式；在实验教学设计中融入主动思维、批判性思

维、创新性思维等思维方式，让学生要成科学思维的习惯，

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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