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研究 7卷 03 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176

基于知识运用能力培养的高中生物学生活化教学路径

杨玲玲

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第一中学校，中国·吉林 长春 136100

摘 要：在新课标的背景下，对高中生物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对此，高中生物教师需要结合新课标的要求，不断创新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通过生活化的教学路径，

使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有机联系起来，借助不同的探究课题，引导学生通过实际的观察与实践，整合运用跨学科的

知识，深化对生物知识的理解，有效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进而实现高中生物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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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which requires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their subject literacy. In response to this,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ers need to combin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ontinuously innovate teaching 
strategies,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and organically link teaching content with real-life situations through 
a life oriented teaching path. With the help of different exploration topics, guide students to integrate and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rough practical observation and practice,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iology knowledge,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knowledge, and thus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high school biology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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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大多高中生物教师往往更重

视强化学生理论基础与应试能力的培养，从而缺乏了对学生

知识运用能力的关注，难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随着新课

标的深入实施，对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生化教学模式的优势愈发凸显。生活化教学强调将教学

内容与生活实际有机联系起来，从而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

极性，实现对学生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

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建立生物知识与日常生活、社会

实际之间的有效联系，从而深化学生对生物知识的理解与运

用。不难发现，生活教学不仅要求教师丰富教学手段，更要

创新教学模式。对此，教师需要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加

强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优化学生的创新意识。通过构建

贴近生活的学习情境，有效增强学生知识运用的能力，以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影响知识运用能力培养
的因素

1.1 主观因素
第一，学生自身的认知体系。学生的认知体系构建得

越完善，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越易培养。也就是说学生的生

物基础越扎实。学习能力越强，对学生的学习就越有利。当

学生在接触新的生物概念或者是新的生物知识时，就具备较

强的知识运用能力，对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

作用。第二，学生自身的概括能力。概括能力是影响学生知

识运用能力的重要因素，具有一定概括能力基础的学生，通

常情况下可以根据自身的相关经验，自主分析问题，从而有

效找出新旧知识间的所在联系，从而强化知识的有效运用。

总的来说，概括指的是对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原理、技巧等

方面的概括，同时这些也都是学好生物学知识的必要基础。

第三，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兴趣是学生学好生物学

知识的前提条件，学生只有喜欢生物学，才会积极投入生物

学知识的探究中，假如学生缺乏学习的兴趣，自然难以全身

心地投入学习过程中，这就会导致学生学习效率降低，难以

实现知识的有效运用。

1.2 客观因素
第一，教材的编制。教材资源是高中生物学教学的主

要支撑，同样也是学生全面学习生物学知识的主要来源。教

材对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随

着教材的改版，愈发重视了对已有经验与新知识、不同学科

知识之间，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联性，为培养学生的

知识运用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教师的教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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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不仅需要在教学互动中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引导者的作用，通过创

设教学情境、提供引导性知识的策略，对促进学生知识运用

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效果，对提高教学的质量有着不容忽视

的影响。

2 基于知识运用能力培养的高中生物学生活化
教学路径

2.1 以生活常识为切入点，激发知识运用能力
从高中阶段的生物学科本身来说，具有显著的文科性

的特点，有很多需要记忆、背诵的内容，并且课程的内容更

为深入，涵盖了更复杂的知识点，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理解和消化。因此，如果在教学中仍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

的话，难以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兴趣，自然无法提升教学

实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求生物教师将教学中的重点、

难点知识内容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便于学生的理解与吸

收。通过相关实践教学经验来看，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

断调动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只有自主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生物学知识。在日常生活

中，生物学知识无处不在，所以教师应当在课堂引导中，善

于“埋下伏笔”，以调动学生的探索热情，从而更容易激发

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必修一《细胞中的糖类和

脂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生活常识问题激发学生的

兴趣，如“早上没吃早餐，临到中午时，你的身体会有什么

感觉？”学生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饿”。接着教师再提出生

活性的问题：“在运动之后，能尽快补充能量食物是什么？”，

学生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回答“巧克力、面包”等这种高糖、

高热量的食物。接下来，教师可以对其进行补充，虽然糖类

不是唯一能够为人体提供能量的食物，但却是为人体供应能

量的物质中最重要的，简单来说，糖类是主要的能量物质。

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展开对糖类的内容

进行深入的探索，如糖都是甜的吗；为什么糖尿病人需要控

制米饭、面食等主食的摄取量；糖类对细胞和生物体又有什

么生理作用？等。以生活常识性的问题为切入点，更容易激

发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从而深化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与

掌握。

2.2 以实地观察和实验为着力点，深入理解生物学

原理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想要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

能力，需要教师重视实地观察与实验环节，引导学生深入生

物学原理。第一，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通过生活化的教

学方式，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在实际生活中感知大自然的奥

秘。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在公园中探索生物的多样性，

观察不同生物的生存环境和习性，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生态

平衡和生物适应性的概念。第二，教师还可以设计丰富的实

验探究活动，鼓励学生亲自参与到实验中，利用所学的生物

知识，对生物学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例如，学生

可以利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的结构，理解生命的基本单位是如

何运作的。通过亲自试验，学生能够切实感知到生物学知识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从而深化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进而

构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纽带，更深层次地领悟生物学的基本

定律，以实现知识运用能力的显著提升。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必修三《生长素的生理作

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实验活动，引导学生共同探

究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第一，教师先带领学生回顾上

节课中所学中生长素的概念及其对植物生长过程中产生的

作用。随后再通过多媒体展示植物添加适量生长素前后的生

根对比照片，提问：“生长素的添加对植物的生根有何影

响？”“不同浓度的生长素会对植物生长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教师为学生提供生长素溶液与植物幼苗，并对学生进

行合理的分组，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展示实验探究，共同观

察与记录在同一时间内植物的生长变化。第三，教师组织学

生共同探讨实验的结果，分析生长素浓度与植物生长之间存

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生长素在生物体内的调节机制。

通过这种方式开展教学活动，不仅能够将抽象的生物知识变

得更加生动具体，还能够将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应用到具体的

实践中，对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

2.3 以多媒体设备为突破点，实现形象转化
对于现代的高中生，他们的生活被学业、电子设备和

城市生活所占据，与大自然的接触变得日益稀少。所以对高

中生物学教材中所涉及的生物学现象感到陌生，尤其是那些

涉及微观生物世界的规律，更显得复杂且难以捉摸。再加上

教学时间与教学条件的限制，教师很难实现带领学生实际深

入大自然中探索生物学知识的奥秘，更不可能对每一个生物

现象都进行实验室内的观察。因此很多学生都缺乏对生物学

知识的具体了解，自然难以更好地应用生物学知识。随着现

代教学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像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广泛应用，

不仅融合音效与视频多重功能的优势，还成功弥补了这一领

域的空白。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丰富教学资源，还可以将生

物学中的抽象、微观的难以理解的知识，以生动、形象的立

体方案呈现出来，从而更利于学生的理解 [1]。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必修一《细胞膜的结构和

功能》教学过程中，如果仅凭教师的讲解，学生很难明白细

胞膜的具体结构。虽然配备了显微镜教具，但是课堂时间

有限，无法为每位学生提供充足的观察时间。而多媒体教学

设备的应用，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教师借助多媒体设备，

将细胞膜的微观结构以三维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是细

胞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蛋白质分子的排列方式，还是跨膜蛋

白的转运过程，都能够以直观、动态的方式展现出来。使学

生切实置身于一个微观的生物世界中。此外，教师还可以借

助多媒体的音频功能，对细胞膜的功能与作用进行详细的解

说，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易懂。不难看出，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教学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脚步，借助先进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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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断创新教育模式，全面展现生物学的抽象知识。只

有这样，学生才能够深入理解生物学知识的内涵，学生的创

新思维才会提升，进而才能够达到“不仅知其表，更晓其根”

的知识洞察能力 [2]。

2.4 以学科融合为关键点，强化知识运用能力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提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已经成

为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在高中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当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将生物学、化学、物理、地理、

艺术等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合，以更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方

式，设计出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学习内容，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对此，教师需要对课程

内容与教学活动进行精心设计，引导学生通过不同学科的视

角去理解和探索生物学知识。比如在讲解“生态系统的能量

流动”时，教师可以融入地理学中的太阳能转化原理、物理

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化学中的分解与合成反应，从而

对生态系统进行全面的理解。通过这种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方

式，能够帮助学生对生物学的知识进行全面且深入地理解，

从而更好地将生物学的知识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机融合，不仅

能够有效解决生物学中的各项挑战，还可以有效提升多学科

的知识运用能力 [3]。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生物学必修三《生态系统的物质

循环》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与地理

学中的地壳物质循环理论进行有效的结合。在讲解生物体内

的物质循环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碳、氮、磷等元素在生

物体内、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转化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探究，

并且将化学性质与地理原理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

元素是如何在生态系统中循环往复的。不仅如此，教师还可

以设计跨学科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展开模拟实验，引导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感知与理解物质的

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多学科融合教学形式，既能够加深学生

对生物学知识的全面理解，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跨学科思

维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从而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2.5 以情境模拟为切入点，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在生物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贴近生活实际或模拟

真实情境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运

用所学知识，提升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在讲解“遗传的规律”

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模拟家庭遗传特征的活动，让学生扮

演不同的家庭成员，通过抽取代表遗传特征的卡片，模拟孟

德尔遗传定律的实验过程。这种情境模拟不仅能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抽象的遗传概念，还能锻炼他们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6 以案例分析为着力点，培养批判性思维
生物学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案例，教师可以选取一些

具有争议性或现实意义的生物学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

分析讨论。例如，在讲解“人类遗传病的预防与治疗”时，

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具体的遗传病案例，让学生从遗传学、伦

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和道德判断能力。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学生不仅能理解生

物学知识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还能学会从多角度思考问

题，形成全面、深入的见解 [4]。

3 结语

不难发现，生活化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有

着积极的影响。教师需要在高中生物学教学实践中，加强与

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打造高效的课堂，增强学生对生物学

知识的深入理解，并点燃学生对生物学学习的热情，进而提

升其知识应用能力。对此，教师在生物学教学活动中，积极

融入生活化的内容，拉近学生与知识的距离，提升教学魅力，

以实现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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