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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情境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的教学氛围。这种情境的创设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的情境,是教学设计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高中生物教学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板块和学生年龄的成长特点,教学过程中可以创设实验情境,生活情境,问题情境等不同的教

学情境展开教学,实现教学目标,达到教学目的。本文针对高中生物课堂中的情境教学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内容主要包括新课程改

革为情境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行性、高中生物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的原则,并对高中生物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的策略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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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课程改革为情境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行性 

1.1新教材为情境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行性。随着课

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教材的推广使用为情境教学法的运用提供了新天

地。新教材改变了过去严谨有余、活泼不足的编排风格,从实际事例入手,

调动情感因素,使内容显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新教材除了具有融知识、

能力于一体外,编写形式还着力求新、求活,教学内容以及内容的排列顺序

力求贴近学生,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具有情境教学的显著特征,图文并茂,

妙趣纵横。 

1.2教学技术的发展为情境教学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行

性。生物教学中有些理论性教强,比较微观、抽象的内容,这些内容仅靠

语言的表述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图

文并茂,动静结合,有利于学生更多更好地获取关于客观事物规律与内在

联系的知识。 

2 高中生物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的原则 

2.1学生主体原则。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论认为,主体即从事认识实

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如此,则从学习的角度看,学生是主体。学生主体是指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在老师所创设的学习情境中主动获取、处理信息,解决

问题并完善自我的认知结构。以学生为主体既是教学的出发点又是教学的

归宿,是素质教育得以真正实施的关键。由此,教师所创设的学习情境应该

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学生能自觉积极地从

中获取信息,并利用已有知识结构和教师在学习情境中所提供的信息处理

这些信息,从而 终达到逐步完善自我的认知结构的效果。(2)具备很强的

独立性。认识过程中,凡是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能够自己动手、动口、动

眼尤其是动脑而独立完成的一切活动,教师都要通过学习情境尽可能创造

条件留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引导学生独立探究。(3)具有一定的探究性。

教师所创设的学习情境要富于探究性,通过设置激思的疑问,激发学生的

认识兴致。 

2.2体验主旨原则。教师在创设学习情境时要充分考虑学生已有的知

识结构、方法技能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学生融入学习

情境时的角度,从而让学习情境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并 终促进学生

的整个认识过程。 

2.3民主主导原则。传统教学过多地关注“教”而忽略了“学”,过于

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程要求教师及时调整

自我定位,由教学权威向学生学习的服务者转变,师生在人格上平等。新课

程把教学视为师生共同发展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分享自己的看

法、知识和情感体验,从而实现教学相长。 

3 高中生物情境教学中情境创设的策略 

3.1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情境。这类学习情境通常能使学生感觉到

学有所用,正确认识生物学的社会价值,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

的热情。教师可以创设以社会热点事件为核心素材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

积极讨论,从情境中提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生物学知

识,必然能够提高学习效率。 

3.2利用个人生活体验创设情境。这类学习情境与社会情境不同,并非

取材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中的热点事件,而是从学生身边的小事说起,通过

设置一系列层层递进的问题展开学习。因而这类学习情境的创设通常可以

与校本教学资源或者本土教学资源的开发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3.3通过生物实验创设情境。众所周知,生物学是基于实验的科学,通

过演示实验或学生实验创设生物学学习情境是学科特色之一。如在做完

“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及复原”实验后可以创设“估计洋葱表皮细胞

的细胞液平均浓度”的探究实验,让学生拿出自己的方案,自选材料、用具

实施方案并 终得出洋葱表皮细胞细胞液平均浓度的估计值,之后再各小

组比较各自的估算值和实验方案,总结反思,达成 佳方案的共识。 

3.4利用生物科学史创设情境。利用生物科学史创设生物学学习情境

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段。高中生物课标教材都非常重视科学史的教育作用,

其中就有大量的科学史素材,尤其是其中有很多素材不仅是科学史的简要

介绍和描述,这些科学史本身就是一部曲折丰富的探究史,进一步挖掘后

可以创设为良好的学习情境。 

4 结束语 

高中生物教师的角色要求和使命,需要积极地主动适应目前的变革,

割裂这种传统高中生物教学的弊病,在教学思想和教学上方法要与时俱进

主动适应教育教学改革,从而保证高中学生学习成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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