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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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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中学生物教学中注重学生认

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更新教育手段，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培养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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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是一门实验性、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中学生物教学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开放性

的生物学科领域和相关现实生活环境中，提倡学生

的自主性和探索性，从学习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

专题，以个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观察、操作和思

考，通过亲身体验获取直接经验，养成科学精神和科

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生物教师应树立创新的教育理念

生物教师树立创新的教育理念，只有在创新的

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才会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培养

创新人才。转变传统“标准件”型教育观为创新型教

育观，变“师道尊严”为师生平等的师生观，变应试教

育观为素质教育观，变传授知识的教学观为培养学

生学习能力的教学观。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生物

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还要培养学生在现

实生活环境中去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能力。

! 要改变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

无论是认知方式，还是情感态度，都不可能通过

灌输的方式获得，它需要通过学生认知过程、情感体

验、意识行为过程的综合参与和共同作用才能获得。

在生物教学中，传统的“讲授法”现在已面临严峻的

挑战，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创

新教育的要求。因此，在生物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

为主体，采取探究式学习、讨论式学习、合作型学习、

自学式学习等多种形式进行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

创新意识。如探究式学习在中学生物教学中可以广

泛开展。教师在某一章或某一节的教学之前，给学生

提出问题（题目），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自己设计、自

己探究，获得结果，通过分析或小组讨论，得到自己

的结论，最后由任课教师结合本章或本节的知识点

进行综合评定。这样，学习通过自主学习和直接体验

而获得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使学生对知识点的理

解更加透彻和全面，掌握更加牢固。

# 更新教育手段、激励创新愿望

现代教育手段在当今教育和未来教育中应发挥

特殊作用，现代教育媒体在生物教学中所起的作用

是传播教学媒体无法比拟的，它能增大教学容量，开

阔学生视野，诱发学生思维，使教学课堂更加生动、

更有趣味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因此，在现代生

物教学中，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中学生物教学，应该注

重引进先进的教学手段，并对网上资源进行开发和

利用，重视网络教育。

. 注重学生发展的空间，促进学生创新

思维发展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仅体现在日常的课堂

教学中，更应该落实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在现代生

物教学中，教师不能只是在教室中，在黑板上给学生

讲解，而应将所讲的内容或是与讲的内容有关的知

识让学生在生活中去观察其现象，得出自己的结论，

教师再通过实验来给学生讲清其原理，使（下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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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学生能够全面、透彻地掌握知识点。

#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引发学生积极

参与

创新思维是创新素质的核心要素，是各种思维

方式的综合与提高，其灵魂是创新性想象力，其表向

性特征是具有独创性，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就是让

学生的学习不拘泥于课本。课堂教学要不断创新阶

梯问题情境，以动激趣，以问促思。让学生在不断解

决新的问题中获得知识、锻炼能力，增强自信心，就

好象在学生的头上始终有一个在晃动的桃子，以激

发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不断去追求。这就要求教师提

出的问题具有层次性，做到层层递进；解决问题具有

启发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克服我讲你

听，单纯灌输的做法，绝不能把桃子摘下来送到学生

的手中，甚至连皮都给学生去掉。

总之，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就是要杜绝人云亦

云，以优生代替差生的思维，以教师代替学生的思维

等现象，此外，还要做到让学生的思维从书本拓展到

生活、社会和自然诸方面，使他们逐步跟着问题学习

转变为在学习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能在生物

教学中真正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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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和学校督导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要把

学校是否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考评其教学

目标是否达到的一个重要指标。

*、考试杜绝出偏题、怪题和过分困难问题的做

法，以避免学校和学生放弃正常的必须掌握的内容

转而追求稀奇古怪的东西。每学年结束，学校应对每

个学生进行阶段性的评价，了解他们是否掌握了应

该掌握的内容，考察的内容应包括各科的学业状况

和教师的评语。不能用偏题、怪题和过难的题来检测

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而应该采用客

观、公正、全面和难易适度的考题来检测和评估教师

教的效果和学生学的程度，逐渐使考试科学化。

注释及参考文献：

〔$〕戴海崎，张锋，陈雪枫主编+心理教育测量〔,〕+暨南大学出版社，$&&&年(月第$版

〔(〕郑日昌+心理测量〔,〕+湖南教育出版社，$&!’年!月第$版

〔"〕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心理测量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年&月第$版

〔-〕金瑜+心理测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月第一版

〔#〕安妮·安娜斯塔西，苏珊娜·厄比纳著+缪小春，竺培梁译+心理测验〔,〕，浙江教育出版社，())$年!月第$版

〔*〕漆书青，戴海崎，丁树良+现代教育与心理测量学〔,〕+江西教育出版社，$&&!年$(月第$版

〔’〕李建平+评价的跟进—详析中小学评价考试新方案〔%〕，中国教育报，())"年-月(日

!!!!!!!!!!!!!!!!!!!!!!!!!!!!!!!!!!!!!!!!!!!!!!

""""""""""""""""""""""""

第 ( 期 李雪平：不同评价方式对学生心理的影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