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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教学实践探索
陈　晨

大庆市肇源县福兴乡中学　黑龙江大庆　166545

摘　要：新课标要求初中生物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为中心任务。生物核心素养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

正确地认识自然科学，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围绕初中生物教学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展开讨论，希望能够

为广大初中生物教育者提供帮助，继而全面发展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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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强化发展，除了关注学生们

的学习成绩之外，也更加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提升。加强生物科目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初中生的

核心素养，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生物教师都认识到了

生物教学对于初中生成长的重要性，在初中生物课

程教学中融合核心素养教育，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值

得完善和探讨。

1　核心素养

素养是指一个人的修养，从广义上讲，包括道

德品质、外表形象、知识水平与能力等各个方面。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的素养的含意得以扩展，主

要包括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业务素养等方面。“核

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最关键、最必要的

素养。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人文底蕴，具体指学生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形成

的人文素养、人文情怀、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等，

是在学习人文科学后形成的个人内在精神和品质修

养。（2）科学精神。是在学习科学知识和实验技能

过程中形成的信念、价值标准和创新意识，是贯穿

于学习科学活动中的理性思维、批判精神和求实、

求真的探索精神。（3）学会学习，强调学生要学会

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要乐学善学，善于挖掘自身

潜力，明确个人发展方向，自主确立发展目标。（4）

健康生活，具体表现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生活

阳光、人格健全等。（5）责任担当，体现出学生对

社会、国家、国际等关系所持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6）实践创新，主要涉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创新

劳动方式、改进生产工艺的精神。

2　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2.1　生命观念

生物学是生命的科学，生命观念是学生对自然

界生命物体的一种态度，包括对自身生命的认知和

认识程度。通过观察生命现象、理解生物学概念，

进而掌握生物具有多样性、统一性、适应性等基本

特性，形成科学的自然观，从而进行科学的生命探

究学习。

2.2　理性思维

生命现象客观存在，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在尊

重生物学事实、掌握经典生物学知识的基础上，要

逐步发展理性思维、批判思维，敢于提出新观点，

从而对生命现象和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理性的学

习和认知。

2.3　科学探究

生物学科本身就是一门探究性学科，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要善于发现生物学问题，针对特定的生物

学问题，仔细观察、探究、设计实验方案、探究实

验现象和结果，在科学探究中培养科学素养。

2.4　社会责任

生物学科关系到农业生产、生态建设、环境保

护和国民健康等民生问题，学生在学习生物学知识

的同时，要逐步形成环保意识，结合课本知识和当

地的农业、环保等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培养

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　基于核心素养开展初中生物课堂教学

3.1　通过课程导入，激发学习兴趣

课程导入是评价一节课授课效果的一个重要因

素，好的课程导入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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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开始之前就产生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够达到

更好的授课效果，并且通过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可以

达到较好的课堂氛围、活化课堂，让一些本来不感

兴趣的学生在其他学生的带动下也参与进教学活动

中。例如教师在教授《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史》一

章时就可以先向学生进行提问：同学们见过种子萌

发的过程吗？有谁可以描述一下种子是如何长成幼

苗的？为什么种子可以由很小的一颗长成一株完整

的植物？通过类似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进行广泛

的思考和讨论，让他们有效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并

且这种方式可以引导学生联系他们上一章所学过的

内容：依据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吸收作用、蒸腾

作用等来解释种子的萌发过程和幼苗的生长的过程。

这种方法既有效的引导学生探讨本章的内容又能够

联系上一章的内容，为学生进行简单的复习，使前

后章节的内容相互贯通，更便于学生理解。

3.2　理论联系实际，便于学生理解

生物作为一门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学科，在授课

过程中，教师也应当适当引导学生与现实生活相联

系，能够便于他们理解，并让他们在心里产生一种

“生物是可以学以致用的学科”的思想，增强他们对

于生物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生物在他们心里的重

要性。为了让学生更好的了解生物的重要性，教师

可以举一些学生熟悉的相关案例，更具有说服力。

例如学生在学习植物时就可以先为他们引入袁隆平

育种杂交水稻的案例，让他们了解学习植物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能够引起学生的重视。除了教师在课

上为学生引入实例之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多观察身边与本节课相关的现象，在课前教师

可以让学生轮流在讲台上进行分享，通过不同的实

例让其他学生在台下利用学过的知识进行讨论和解

释相关现象，这样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久而

久之学生也会不自觉的在日常生活中用所学的知识

解释身边发生的生物现象。

3.3　善于利用生物实验，培养学生的生物核心

素养

实验作为生物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日常的教

学活动中应当被给予重视。学生在中学期间的好奇

心为教师有效开展实验教学奠定了基础；同时现在

的许多学校都注重其硬件设施的建立，这为实验的

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教师应当合理利用这些资源，

多带领学生动手做实验，让学生在生物教学中不仅

动脑还能够亲自参与到实验过程中，感悟生物的神

奇。同时学生在进行实验初期有时会对实验有一种

恐惧的心理，教师应当通过鼓励、亲自模拟等形式

帮助学生克服这种恐惧，让学生能够自主进行实验，

同时教师应当及时指导，为学生纠正错误，使学生

能够规范实验，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将“保证学生的

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在实验之前，教师应当

为学生事先讲解实验中应注意的内容、实验目的、

实验对象等，对于学生做出的实验与教材内容不相

符的地方应让学生及时找出错误原因，使其下次操

作时不再犯相同的错误。

3.4　培养自主探究能力，增强学习能动性

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也不能一味的为学生进行指导示范，应在教

学期间多给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

小组合作或自主实验等形式进行学习、独立思考、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在前期可以通过引导的形

式让学生自己进行深入的探究，在学生遇到瓶颈时

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形式为学生进行指导。例如在

学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通

过阅读课文进行了解，然后让他们在课下进行观察，

对比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差异及共同点，分享自己在

什么地方遗传父母的特点，什么地方与父母不同。

通过进行自主探究的形式，学生更容易理解生物中

奇特的知识，使其更贴近于他们的现实生活。采用

这种方法进行学习也会使知识在学生的头脑中产生

更加深刻的印象。

4　结语

生物核心素养的培养是生物教学中的重点内容，

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不断探索、开创新型有

效的教学方式，形成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让学生

增强对于生物的学习兴趣，有效培养生物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韩海芹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生物教学新

思考［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2017（09）：

23.

［2］胡红艳 .培养初中生物核心素养的思考

［J］.教育，2017（13）：7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