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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的提出给我们教师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在学科教学的中怎

么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面对着很多难点,例如生命观念抽象难以

描述,科学探究又有实验室条件的多重限制,社会责任需要我们展示很多信息和素材供学生们参考和分

析等等。那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有直观性强、模拟能力强、信息容量大等

特点,恰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现在我国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展

现课堂,把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恰是培养生物学科素养的一个很好的方向。 

[关键词] 核心素养；现代教育技术；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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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2015年3月30日《教育部关

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中提出了“核心素养体系”

这一概念,并将其置于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地位,成为下一

步深化工作的“关键”因素,也有人将其

称为我国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核

心素养对于学生而言不仅限于满足将来

基本生活和工作需要,而更有助于使学

生发展成为更为健全的人,能够更好地

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且还能够

达到促进社会良好运行的目的。生物学

科的核心素养包括：生命观念、理性思

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四个方面。在

生物教学的过程中怎么才能更好的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呢？我们也面对着很多

难点,例如生命观念抽象难以描述,科学

探究又有实验室条件的多重限制,社会

责任需要我们展示很多信息和素材供学

生们参考和分析等等。那怎么来解决这

些问题呢？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有直

观性强、模拟能力强、信息容量大等特

点,恰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现

在我国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

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展现课堂,把信息技

术和多媒体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恰是培

养生物学科素养的一个很好的方向。下

面就我将介绍平时教学中如何将利用现

代教育技术培养学生生物核心素养的一

些策略。 

1 善用动画,变微观为直观 

生物新教材中增加、修改、替换了

很多图片,课本变的更精美更科学。这

也是提醒我们学习生物学离不开观察。

所以生物学中有很多观察性的任务,要

求学生们通过观察和总结归纳过程中

形成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念。

但是生物学中有很多微观的结构和现

象,即便使用显微镜也很难观察。例如

线粒体的内部结构、叶绿体的内部结构,

呼吸作用的过程、光合作用的过程等。

以往我们总是通过黑板简笔画或者放

大教材中的插图展示给同学们,然后通

过分步讲解将过程呈现给学生。这样学

生学时难,听后忘,结构功能不能联系

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利用FLASH软件

将上述结构和过程做成动画,或者利用

网络寻找现成的资源,将他们的结构从

外到内的动态播放,这样可以把线粒体

内膜折叠形成嵴这个结构直接呈现在

学生面前。叶绿体类囊体垛叠形成基粒

结构也可以让同学们直观观察,学生们

就更容易区分类囊体和基粒的关系,也

更容易理解光合色素为什么在类囊体

上等这一系列知识。我们再把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的过程通过动画呈现出来,

变微观为直观,变抽象为具体,学生可

以直接通过观察动画了解各个生化反

应在那里进行、如何进行等过程。这样

学起来有兴趣,结构功能联系更方便,

记忆和整理起来也更简单,让学生轻松

中学,学会更轻松,逐步形成结构与功

能相适应的结构功能观的生物学核心

素养。 

2 巧用模拟技术,使不可为变

成大有可为 

新课改、新教材、新课标都要求培

养学生科学探究的实验核心素养,但是

有好多实验因为学校条件限制或者有一

定的危险而不能让学生亲身体验和观

察。一般这种情况老师只能通过口述把

这样的实验描述一遍或者找一些资料让

学生通过阅读了解该实验原理、过程和

现象。但是这样的实验一般比较复杂,

学生只靠听和想象很难将这样的实验理

解,更不能将该实验的方法和思路迁移

到其他创新实验中去。例如,“DNA分子

的电泳实验”这不是一个高中课本上的

实验,但是在高中生物考察中甚至高考

中多次利用这个实验的结果解题,虽然

每每出这样的题目都会有大段文字解释

实验的原理过程等,但是对于阅读速度

慢,阅读能力差的学生这样的题目就会

出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学生做题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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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个实验的原理就更容易解决这样

的问题。后来我们利用“NB生物实验室”

这款模拟软件,通过操作电脑模拟实验

操作,在班内演示了这个实验,还让同学

们自己操作电脑尝试,短短几分钟孩子

们就了解了这个实验的原理和现象出现

的原因,测试中再出现利用该实验的知

识时,同学们就可以马上将知识迁移过

去,省时省力。 

3 活用媒体,扩容课堂容量 

生物学科素养求,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逐步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素养,那我

们生物教师就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让

他们通过学习能够对某些与生物相关的

社会议题做出理性的解释,并承担主动

向他人宣传正确的科学观点和健康的生

活方式的社会责任。这样就要求我们利

用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习惯利用生物学知

识分析一些社会议题,但是由于课时和

授课时间的限制,大段的文字和大量的

阅读时间很难让学生在课堂完成,但如

果我们让学生都利用课下时间进行材料

学习和分析,又不能保证学习的效果。对

于解决上述问题,后来我们想到了利用

媒体,把新闻或其他视频中的与生物相

关的热议话题分解到相关课堂教学中

去。但是这些媒体资源我们必须活用。

例如,利用视频编辑软件“快剪辑”把相

同或相似内容进行重新编辑整理,精炼

视频内容。在学习《细胞系—系统的分

工合作》一节的 后,利用对媒体展示,

肌无力症、硅肺两种疾病患者的各种病

理表现,让同学们利用生物学知识讨论

后解释,这两种疾病于哪种细胞器有

关？硅肺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像这样在

课上利用多媒体展示编辑之后的视频文

件,这样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给学生

大量的信息,通过综合讨论分析,在经过

老师的引导使学生潜移默化的形成社会

责任的核心素养。 

4 妙用游戏,变无趣为有趣 

每位教师都知道要让学生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效率才会切实的提高,教

学效果才会真的好。但是在实际学习过

程中,学生大都认为学习是枯燥的,要想

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首先要学生喜欢

上这个学科。谈到当代学生 喜欢什么

大家都会确定的回答,游戏呗。没错游戏

有它独特的魅力,每当闯关成功内心都

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为了更好的了

解学生我也利用假期学着玩了一款简单

的小游戏,发现没当冲过关卡的时候真

的很高兴。那怎么把游戏和生物学习联

系起来呢？后来我找到了一款“高中生

物通关游戏”,暑假前我把这款游戏“透

露”给了学生,还暗示他们我也在玩。结

果假期中许多孩子通过微信寻问我“高

中生物通关游戏”我通到那关了,我的

高记录是多少？还用微信传送图片给我

看,炫耀他们的“游戏”成绩。暑假后我

在对班里的学生进行生物知识普查,每

当我提问他们就能极其熟练回答出正确

答案,且露出自信的笑容。 

当然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结合还有

很多好的方向,例如,利用同屏器可以实

现手机投屏成为大家课堂提高信息量的

工具；好分数等出题判题软件实现了假

期教师在家,作业照发,时时监督,网络

补差。投影仪、电子白板的使用也大大

的增加的课堂容量和增加学生兴趣。但

是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多好的现代教育技

术和手段,如果不合理使用不但不会使

课堂高效反而会扰乱课堂。现在一些教

师因为有了电子白板就一节课都在利用

白板给学生放幻灯片,课堂容量是有所

提高了,但是一节课下来板书一个字都

没有,学生学习就是“水过地皮湿”,学

的不深入记忆不也深刻。所以我觉得现

代教育技术手段在课堂教学中一定要适

时的使用,不便直接展示的要用,不能直

接操作的要用,但是黑板上还要给学生

留下本节课的知识框架和必要的规范的

板演。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快速发展一

定会给老师们教学带来新的变化也有新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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