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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生活化策略的应用研究
蓝希哂

（赣州市南康区第一中学，江西 赣州 341400）

摘要：高中生物是一门比较抽象的综合性学科，但是它与生活联系密切，便于教师开展生活化教学，如果教师能够帮助学生建立生

物知识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往往可以实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教师应通过构建生活化生物课堂，使教学活动与学生认知方式、

感性体验积累情况相适应，从而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高中生物知识的探究兴趣。因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就生活化策略在高中

生物课堂教学的应用方式进行研究，以期为各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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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倡导，生物教学活动从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学生生

活经验中选材，即要让生活走进生物课堂，让生物教学走向社会，

让生物教育服务社会发展。教师联系社会发展现实与本班学生生

活实际，对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过程与内容进行生活化处理，使其

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有助于引导学生从生活现象出发理解生物

知识，从生活问题的解决出发探究生物知识，可赋予生物课堂生

活的价值与生命的活力。

一、生物生活化教学的含义

生物生活化教学是指，将课堂构建模式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实际发现生物知识和规律，通过生活实践经

验理解生物学知识，并探究其应用方法与规律。它不仅具有一般

自然学科生活化教学模式身上存在的共性，而且还因受到学科自

身性质与特点的制约，而形成了独有的个性。高中生物教师在将

它应用于教学实践时，要重视生活化教学素材的科学提炼，并引

导学生将生物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从而使得生物教学回归生

活，激发学生以生物学视角认识生活现象，探究生活问题解决之

道的热情。

二、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实施原则

（一）从生活走向生物的原则

教学实践中要贯彻“从生活走向生物”的教学理念，从学生

熟悉的自然现象、生活现象开始引导学生逐渐深化认识，使整个

单元的教学内容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用高中生易于接受的方式

为其揭示生物世界的奥秘，从而能够有效激发他们探究自然与生

活的热情和兴趣。整个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中，兼顾知识教学与

能力培养。比如，教师可在讲授《第 5 章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时，可为学生设置“家庭小实验”，让学生通过观察身边的植物、

参与小组讨论，验证教材结论的科学性，以培养学生自主意识与

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学会利用生活资源对生物知识进行学习

和研究。

（二）从生物走向社会

家庭、学校、社会中有大量高中生感兴趣的生物问题，教师

构建生活化生物课堂时，要因地制宜，使学习任务、讨论主题紧

密联系实际问题，能够发挥引领作用，使学生从生物的角度去感

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了解生物学知识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比如，

新材料、新科技中的生物知识，医疗药品中的生物学知识，体育

锻炼中运用的生物学知识等可以适当引入课堂，为学生提供讨论

主题、实践项目，促使其从生物学角度认识各种实际问题。

（三）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原则

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循序渐进的培养

学生的学科思维。学生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

他们对生物现象产生明确的印象，并积累了一定量的感性认识和

数据，之后能发现出有待探索的问题，完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识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定量的感性认识和数据为学生理解生物

学概念、探究生物学知识提供了依据和线索，高中生物生活化教

学不能急于求成，忽略学生逐渐建立感性认知，积累感性认知与

数据的过程，而是要逐步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然后再

促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生物。比如，教学生态系统概念时，

教师可先让学生回忆“身边的生态系统”，让他们从自身的生活

经验出发，理解生态系统这一概念。

（四）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的原则

构建高中生物课堂时，恰当运用生活情境可以唤起学生的求

知欲，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保持持久的热情，从而达到提升教学

效果的目的。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教师的责任不在于教，

而在教学生学”，始终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引导他们在学习过

程中有效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和学习优势。生活情境应脱胎于学

生生活实践，保持生动性与针对性，避免生活事例与学生实际生

活脱钩，使生活化素材的应用符合学生心理特点，确保能够达到

优化学生学习过程的目的。

二、高中生物课堂教学生活化策略

（一）有效课堂导入，构建高效生活化课堂

兴趣可以使学生产生主动学习的原动力，激发是提升学生学

习主动性的关键所在，这一结论得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支持，并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得到验证。虽然生活化生物课堂本身比较生动，

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兴趣，但是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仍然

会令很多学生生学习疲劳，在参与课堂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思维与

行为上的惰性。针对这一问题，教师要加强对网络、视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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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图片、投影仪、幻灯片、讲授等教学手段的创新应用与整合

应用，从而使学生保持新鲜感和学习兴趣。

例如：教学《第 1 节传统发酵技术的应用》时，教师可以通

过微课视频呈现传统的发面技术，并将其与现代发面技术相对比，

将学生生活体验、社会发展、发酵知识更好地结合起来，提升课

堂导入有效性。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回忆妈妈在制作糕点、包

子时是如何发面的，激发学生的讨论兴趣。其次，通过微课视频

引入传统的发面技术，让学生对比二者在过程、环境方面的异同，

激发学生的探究欲，促使他们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探究传统发酵

技术的应用。通过典型生物案例的引入，学生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

对课堂内容形成浓厚探究兴趣，这对于整堂课的教学效果而言具

有积极意义。

（二）“先学后教”，构建高效生活化课堂

学生进入高中阶段时，已经积累了一定量的生物学知识，形

成了一定的生物学生问题分析与探究能力，教师可将更多的课堂

内容交给学生自主探究，然后再结合他们的学习成果，帮助他们

深化理解。这种“先学后教”的生活化课堂构建方法，可加快学

生生物素养培养与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生物

概念和规律。

例如：讲解《第 4 节环境因素参与调节植物的生命活动》时，

教师可在课前预习环节为学生设置知识探究任务，让学生在独立

思考、小组合作过程中对课堂内容形成初步理解，从而提高他们

对课堂知识的接受程度和效率。首先，教师将环境因素参与调节

植物的生命活动的具体过程以动漫的形式呈现出来，使学生对本

节知识的概念与生物规律产生印象。其次，为学生布置小组观察

与讨论作业，让学生结合不同环境下的植物生长特征，对本节知

识进行探究。再次，利用课堂前 5 分钟时间，检验自主学习成果，

并确定需要重点讲解的内容。当学生对课堂知识建立起直观认知

时，教师在提出新的问题，引导学生对错误结论进行纠正，或者

对某些生物概念与规律进行深化理解，都会事半功倍。通过“先

学后教”生活化课堂构建方式，将课堂教学任务变成“查漏补缺”“深

化理解”之后，就省去了教师引导学生对课堂知识进行熟悉的过程，

将更多课堂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实践，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使其学习能力得到提升、知识积累得以丰富。

（三）项目驱动，构建高效生活化课堂

将学生思维聚焦于生物学知识探究，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必要

过程。为了提升生物生活化教学效果，教师可对某一课时的生物

学知识点进行总结、梳理，然后将其转化为学习项目，让学生在

项目驱动之下，主动转变自身角色，高效参与课堂教学，

例如：引导学生学习“神经调节”的相关知识时，可将生活

化的课堂讨论项目引入课堂，使学生在项目驱动下逐渐进入深度

学习状态。首先，教师为学生设计项目主题，引导学生初步理解

课堂内容。笔者对神经调节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之后发

现，心理问题及其治疗药物与本课教学内容联系紧密，可作为项

目主题应用到教学活动中。于是，笔者将这一社会问题作为主题，

为学生引入理解神经调节知识所需的社会环境，并要求他们围绕

主题自行搜集网络资料。其次，教师了解资料收集情况，鼓励他

们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而确定课堂教学内容进行详略处理方案。

再次，教师组织学生完成项目，在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学习达到一

定深度之后，引入知识拓展环节。在知识拓展环节，教师根据整

体课时安排，引导学生对神经调节所涉及的所有知识进行串联，

绘制成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

（四）构建信息化情境，构建高效生活化课堂

在构建生活化高中生物教学模式时，教师需要从学生的兴趣

着手，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使其生物学科思维得到有效发展。

教学情境对学生思维的引领、激发作用，已经在教学实践中得到

验证，教师可利用更为丰富、直观的信息化情境，构建高效生活

化课堂，为学生提供发展学习能力、学科思维的场域。

例如：教学“呼吸系统的组成”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感受气

流在呼吸系统流动，引导其结合感性体验观看 PPT，了解呼吸系

统的组成。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闭目感知气流在呼吸系统流动，

根据感性体验分析呼吸系统的组成。其次，教师出示 PPT，为学

生构建信息化学习情境，让其特定场域中观察呼吸系统的组成，

将上一个环节所得感性体验分析结果与 PPT 所示相对比，完善对

呼吸系统的认知。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发现呼吸系统各个

组成部分的特点，比如功能、颜色、形态等，使其对呼吸系统认

知区域全面。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走“生活化”道路，有助于学

生学科思维的构建、学习能力的提升、学科知识的积累，是提升

学科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具体教学实施中，要重视学生学习兴

趣的激发，让学生能够“爱”上生物学习，能够主动发现“身边

生物”，并将生活体验转化为理解生物学知识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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