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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生物课堂教学生活化
张啊娜

南安市南星中学，福建 泉州 36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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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标准全面实施的今天，如何很好地发挥 45分

钟课堂教学效率，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取得更好的教学质

量，并努力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问

题。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

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

索者。在平时的教学中笔者发现，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事

例往往表现出莫大的兴趣。《生物课程标准》也强调要“注

重使学生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中学习生物学，倡导学生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入理解生物学的核心概念，并能运

用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参与公众事务的讨论或作出相关的

个人决策”。所以我们应使生物课堂教学生活化，这样课堂

就会充满生机，而学生也在尝试着解决生活问题的过程中

牢固地掌握知识。

为此，笔者在教学活动中，特别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把生物教学与学生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努力开创教与

学的新局面。

一、走进大自然，让学生体验生物学知识的丰富

生物学知识源自大自然，大自然是真正的生物知识宝

库。为了让学生直接从大自然中汲取知识，笔者利用一切

机会，让学生在生活中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从中获得

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在笔者所教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农村的孩子。他们虽

然和大自然很亲近，却也往往不能把生活和生物学联系在

一起。于是，笔者会常常利用各种时机，主动为学生们建立

这种联系创造条件。比如，在学习“调查我们身边的生物”

一课时，笔者事先安排了学生利用周日回家的机会，发动学

生到自己的家乡对生物的种类进行调查，使他们获得了丰

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上课时，大家互相交流，共同分析，不

但活跃了气氛，而且使学生们的印象深刻，再加上笔者的点

拨引导，使学生们既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还把它同生活实

践联系在一起，学到了“活”的知识，取得了令人非常满意的

效果。

随着类似的各种理论联系实际活动在增多，学生们对

生物课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在学校进行的问卷调查中，竟有

很多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课是生物课！”兴趣是很好的老

师，有了这位好老师的引导，谁会否认，学生们不会从自然

界丰富的知识宝库中获得无穷而有用的知识呢！

二、鼓励学生把自己的生活知识带进课堂

学生虽然还小，但仍在每天的衣食住行中积累了丰富

的生活体验，这些都是无形的课程资源。在教学中，笔者注

意挖掘利用这一资源，既让学生感到熟悉和亲切，从而乐于

学习。

讲授“关注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一课，如果脱离学生

的生活实际，就会使其变得枯燥乏味。而笔者在教学中引

导学生积极思考，从他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入手，来分析

哪些食品含有什么营养，怎样搭配营养才全面，还让他们列

举了曾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同学们积极发言，气氛热烈。

经过大家相互讨论交流，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自己生活

中经历的内容，从自己生活经历中提炼出了生物学知识，就

使这些知识得到升华，真正成为在他们的生活中起作用的

宝贵财富了。

三、动手动脑，在生活中探究、运用生物学知识

学生学习的快乐，不全部在于考试得了理想的分数，更

在于把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实际，去解决了具

体问题。所以，笔者会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具有探究性质的

作业，让学生们去完成。在学习了“关注合理营养与食品安

全”后，笔者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根据父母的健康状况和

身体需要，为他们设计一份营养食谱，且亲自烹调，并请父

母品尝，还向父母介绍其中的道理，请父母做出评价。在寒

假时，笔者布置了“栽蒜苗”的作业，让学生做出完整的探究

实验记录，内容包括各对照组大蒜的发芽率、温度、水分、光

照等条件对其生长的影响等，这样，既让学生应用了所学的

知识，也培养了他们耐心、细致的科学探索精神，还用自己

的劳动成果丰富了家庭的春节餐桌。开学后，学生们对这

样作业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四、组织开展“生物与生活”小型知识竞赛，激发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需要调动的，而长期保持更需要

一定的激励。于是，笔者常在课堂上开展一些以“生物与生

活”为主题的小型知识竞赛，促进学生愿学会用。

比如，笔者曾出过这样一些题目：“小刚的爷爷的腿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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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抽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对他的饮食你有什么建议？”

“有人说清晨不宜在公园或树林里锻炼，你认为有道理吗？

说说你的看法。”“你在长跑时有肌肉酸胀的感觉吗？原因

是什么？”“小红嘴里常常含着一个棒棒糖，有人说这样容

易患龋齿，说说你的观点”等等。同学们都跃跃欲试，不甘

落后，踊跃抢答。抢答的巩固了知识，“观众”也复习了知

识，当然，优胜者也获得了一份奖品，那就是笔者亲手制作

的叶脉书签。

总之，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把生物教学与学生们的生活

联系起来，实现了从生物到生活，从生活到社会的跨越。学

生们会把在生物课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提高生活质

量，也会用生物学知识参与社会活动，为创建文明、和谐的

社会施展出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做出他们的贡献。

（责任编辑 全 玲)

做心平气和的教师
林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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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心平气和是教师最基本的

身心素养，也是教师职业素养的要素，作为德育工作者的班

主任更应具备这一良好的身心素养（心平气和），这对于提

高德育的有效性和教师的身教作用起到事半功倍的良效。

所谓心平气和。在《黄帝内经》里，就把心平气和作为

养生要旨，可以怡情养性，延年益寿。心平气和并非天性使

然，它可以经过后天的练就。做教师就需要“心平气和”。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对教师而言，只

有心平气和做教师，才能诠释一个“真”。近年来，西方教

育心理学研究中影响很大的一项成果“皮格马利翁效应”证

明，教师作风民主、态度热忱、关爱学生、期待学生进步等个

性心理特征对学生的学习成长确有积极作用。怎样培养教

师具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我尝试进行以“心平气和”为

核心的心理素养培养，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

一、“心平气和”的课堂教学

教师亲切、和善的态度，机智幽默的语言，欢快的课堂

气氛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亲其师，

才能信其道。中小学生由于年龄特征，往往是由喜欢一位

教师，进而发展到喜欢他(她)所教的这门课程。因此，教师

的情感素养对学生的学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亲切、和善的教态

教师要不受外界因素和自身因素的影响，每天都面带

笑容、和蔼可亲的面容对班内的每一个孩子，心平气和地去

处理孩子们发生的事情，若遇到调皮的孩子上课扰乱纪律，

教师可对他做一个皱眉动作，停止讲课片刻，用目光注视

他，或走到他跟前，小声提醒他等方式加以制止，切不可高

声大嗓，恶语相向，要知道，给孩子一个笑脸就是在孩子心

中播撒一片阳光。

2.给每位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教师在每节课堂上都要保证每个学生至少有两次以上

的发言机会或表演展示的时间。此外，还可利用小组合作

学习形式，让孩子在小组内多说、多讲。请四人小组上台表

演，再加入竞争比赛机制，效果会更好些。

实践手记一：现在的孩子不会听。我班孩子思维活跃，

表现欲强，个个能言善辩，但却都不是“忠实的听众”。课堂

上有二十几个表现欲特强的孩子“济济一堂”，无论请其中

哪位同学就某个问题发表一下见解，他们都能讲得头头是

道，但一旦需要他们静下心来倾听别人发言了，这些伶牙利

齿的孩子却个个心浮气躁，有些孩子没听几句话就莽然打

断别人，草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为此，许多任课教师曾

向我反映，我也明显感觉到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直到上个学期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时，我才意识到一

个严重的问题：我班孩子不会听!面对二十几个不会倾听的

孩子，我感觉到了肩上的沉重。冥思苦想之后，我利用班

会、晨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围绕关于如何尊重别人，如

何倾听别人等，从观念上改变孩子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其

次利用课堂这一阵地，扎实训练学生听的能力，教师每节课

安排一个听的训练点，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倾听的习惯。

同时，教师可以用表扬激励这把有力的武器，诱导学生学会

倾听，在有明确导向性的评价语言中，使孩子们逐渐懂得如

何倾听。

二、“心平气和”的班级管理

班主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实施者，也是联结老师

与学生、学校与家庭的关键环节，为学生创造和谐、生动、宽

松的成长环境，是班主任不容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