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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课程下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的研究
翁婷婷

（福建省东山第一中学，福建 东山 363400）

摘要：高中生物是一门重要自然科学课程，能够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新课程高度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实践经历，强调对于教师的实际生物教学，需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进行结合，提升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与社会责任等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作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本文结合教学实

践经验，对新课程下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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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用

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的教育理念。这就要求教

师在上课时，不仅关注书本上的知识内容，也必须联系

实际生活，加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达到学以致用的目标。

新课标也把“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作为高中生物课

程的理念之一，追求学生的全面发展。不管时代如何发展，

我们的教育最终都要“回归生活”。应用生活化教学模

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围绕核心素养培育的

要求优化、探索与创新教学方式 [1]。

一、现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老师加入了很多生活化

的案例，但是这些还是停留在表面，本质上还是根据课

本内容对学生进行单方面的教学，没有给学生足够的开

放性思维，而是为了引入而引入，让学生局限在老师设

好的框架讨论，不足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某个核心概念或比较抽象

的知识点，老师会列举生活的例子进行类比，但老师和

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年代差异较大，很多例子偏离学

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

还是处于被动接受课本知识的状态。教师对于新教材的

使用还处于摸索阶段，配备的教辅材料也与新课程内容

不接轨，缺少相关的教学资源，学校提供的教学设施不

够完善，以及课时有限等。原本生物是一门很贴近生活

的学科，由于这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在进行生活化教

学时面临一定的难度。 

二、高中生物生活化教学策略
（一）设计联系生活实际的教学内容

高中生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积累

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阅历，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十分重要

的生物学习资源。在实施生活化教学中，首先要有效利

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的过程中也

能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而体会生物课程和生活实际

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高中生物课程是面向全国高中生

的，由于地区差异，一些内容并没有充分结合不同地区

学生的实际生活，导致教学中学生不能很好理解，没能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生活化教学指出生活中有随处

可见的教学资源，老师在深入研究教材的同时，更要挖

掘生活中的知识点，结合本班学生的特点，根据课程目

标设计教学内容，以生活为引线去调动学生学习生物的

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探究。例如：

在设计糖类的教学时，可结合生活实例，去处理糖类的

种类和作用这一教学重点。从学生熟悉的食物入手，通

过 PPT 呈现几种有地方特色的食物，并让学生分辨哪些

是糖类物质，或这些食物含有哪些糖类物质？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观察思考与讨论，初步认识了糖类的种类、

分布和功能。教师可进一步呈现人类对大米、面粉等糖

类食物的需求，来深化对糖类功能的认识。还可提问正

常人体血糖略微降低时，补充血糖的快速途径有哪些？

通过这些问题的回答，让学生认同糖类是细胞和生物体

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参与生物体很多重要的生命

活动。教师还可以提前准备好一些市面出售的几款酸奶，

让学生阅读酸奶成分表，引导学生认识“添加糖”，并

区分“添加糖”与食物中天然存在的糖类，知道“添加糖”

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引导学生思考糖尿病病人的

饮食受到严格限制，米饭和面条等非甜食品也需要定量

摄取。通过加强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的联系，让学生更

深刻地理解重要的核心概念，还可以纠正学生一些不良

的生活习惯与错误认识，提高健康意识，提升社会责任。

（二）课堂导入生活化，激发学生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好的导入可以大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把学生的注

意力都聚焦到课堂上，使学生迅速进入最佳的状态。因此，

教师在导入新课环节时，应设计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

内容，从而引发学生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主动

地去学习探索新知。

例如：在高中生物必修一《分子与细胞》中“核酸

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这一节课的学习中，学生在初中

对核酸有一定的认识，也已经知道细胞核内具有储存遗

传信息的物质—DNA。受到一些生活经验的影响，学生

还会形成“DNA 就是核酸，核酸就是 DNA”等错误的

前概念。因此利用学生对 DNA 的熟知，在导入新课环

节时，先介绍电视剧《法正先锋》中一些犯罪现场的侦

查，结合真实的案例图片、文字等信息，创设问题情境：

“为什么 DNA 能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讲到电视剧，

学生必产生一定的兴趣，也能主动参与思考，接着教师

再向学生介绍 DNA 鉴定技术还能用于亲子关系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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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遇难家属的认亲等，学生通过这些紧密联系生

活的事例，认识到 DNA 不仅仅是出现在课本里面，在

实际生活中也有重要的用途，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想要进一步学习研究 DNA 究竟是什么、核酸又是什么

物质等内心的疑惑。这个时候，教师可以呈现从市场购

得的某品牌的“核酸口服液”，并询问学生：“DNA 是

由什么物质组成的？有什么样的结构？核酸口服液真的

能有效提升人体免疫力，针对性治疗某些疾病吗？”通

过利用学生感兴趣的这些社会生活事例来导入新课，一

方面能吸引学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可以顺利进入这节课

的学习。当学生学习了核酸的种类和结构之后，再回到

最初的问题，为何 DNA 可以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学生就可以做出准确的解释，也能去判断核酸口服液的

有效性。本节课的学习，不仅让学生顺利高效地完成生

物课程的学习，并且也能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

与生物学有关的周边事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三）创设生活情境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性

对于高中生物的课堂教学，生活化教学情境的创设

能够有效将知识点与生活元素进行结合，使学生能够在

学习知识时融入比较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从而使学生的

学习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2]。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实物、

图片、视频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情景创设，不仅能有效提

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还能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体

验到知识原来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以这样的课堂拓展学

生的知识面。

比如：在学习“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这节课中，

学生对于酶的认识比较抽象而有限，但是一些广告报纸

经常宣传“酵素”，他们并不陌生。为此，在教学过程中，

利用社会热点，先组织学生谈谈对酵素的认识，再向学

生介绍“酵素”在中文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就是“酶”。

想要知道网络上这个被吹捧的“酵素”到底对人有什么

作用，就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关于酶的化学本质、作用原

理以及作用特性。学生学完这节课之后，知道了酶的化

学本质是具有催化活性的蛋白质（少数的酶是 RNA），

所谓的“酵素”口服后在人体消化道被消化水解成氨基

酸小分子，也失去了生物活性，从而学会辨析商家打出

的宣传广告的真实性。开展生活化教学，融入多方面的

生活化元素，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探究的意识，掌握生活

基本知识，进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注重课后作业的生活化体验

布置课后作业有效检测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然而

在实际教学中，作业只是为了做题，做题是为了考试，

忽略了生物学在实践中的价值和乐趣，学生收获的体验

甚少。在结束新课程学习之后安排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作

业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能在实践中认识到

学习生物的价值，也能获得相应的乐趣和体验，并能更

进一步去钻研学习生物。例如：在学完《细胞膜的结构

和功能》这节课后，布置学生课后收集废旧物品，制作

生物膜模型。通过该作业，使学生形成对生物膜分子组

成和空间结构的形象认识；不仅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增加了对模型与建模的理解，也培养了环保意识。再如

学完课程“细胞呼吸的原来和运用”后，布置学生运用

细胞呼吸的原理去制作馒头面包。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发

酵食品，使学生能在学中做，在做中检验自己对相关知

识的掌握程度，如酵母粉应该如何保存才不至于失效，

发酵过程中应该控制在什么温度范围，是否需要完全隔

绝空气等一系列问题。在完成课后作业的过程中，既能

深刻认识到进行有氧呼吸的条件，也能利用有氧呼吸的

原理，去制作日常生活中的食物，能让学生感受到生物

这门学科对他们的生活的重要性。

三、结语
总之，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有许多教学事例都是源于

生活的。要想实现生活化教学，就要求高中生物教师注

重生活中的生物现象，结合课标的要求与自己的生活经

验，以学生的生活实践为主体，设计学生易于接受的课

程内容。教师还要不断地提高生物专业素养，不仅给学

生传授课本的知识，还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些生物知识在

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使学生积极地投入生物教学，与教

师一起探索生物学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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