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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初中生物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周长平

（福清第二中学，福建 福清 350300）

摘要：在新课改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学生生物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重要的教学目标，是实现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关键内容。

初中生物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学生生物学习兴趣的激发，基于初中生的学习特点制定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方案，通过为他们创设

自由、宽松、愉悦的生物学习氛围，着力提升他们探究性学习的参与度，这是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诉求。本文针对初中生物教学中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策略展开了以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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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兴趣激发，提升学生生物学习动机

（一）关注学生心理，激发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是生物学习的关键所在，教师应善于站

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关注他们的情绪，依据他们的心理发展

特点设计合理的教学方案，旨在提升他们的学习动机。例如，在

学习《传染病》这节课时，我们可以为学生播放医院病房消毒的

视频，也可以为学生播放我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视频，激发学生对

传染病这一知识的探究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树立学生的疾

病防范意识，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中，建立他们对生物知识的

情感基础。

（二）确定学习目标，提升学习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帮助学生确定学习目标，

给予学生足够的学习空间，引导他们将目标进行细化，进而一一

攻克。在学生实施目标的过程中，教师应善于引导和鼓励他们，

给予更理性的建议，帮助他们实现学习和人生目标。

（三）鼓励自我监督，形成自主意识

教师监督固然重要，但学生要想提升自我综合能力，应学会

自我监督，主要包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自主完成。以预习为例，

学生可以针对性地对所学内容进行预习，这样在课堂学习时才能

抓中重点。例如，在学习《人的性别决定》这节课时，笔者提前

让学生进行预习，探究“人的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与染色体

有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有效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

二、关注氛围营造，培养学生总结的良好习惯

初中生物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良好学习氛围的营造，

通过渗透生活化教学法，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让他们主动

发现生活与生物知识之间的练习。例如，在将“脊椎动物的特征”

这一知识点时，笔者借助多媒体的演示功能，为学生展现脊椎动

物的结构动态图，让他们形成更为直观的认知，这样也能促使他

们进行下一步探究。再如“蝌蚪怎样发育成青蛙”这一内容，我

们同样可以让学生观看视频于图片，亲历知识形成的过程，并在

此过程中强化他们的记忆，同时也有助于教师更为便捷地位学生

传授知识，提升生物课堂教学的效率。

三、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知识探究意识

要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应为学生提供多种类型的实

践活动。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与课外生物学习兴趣活动，如环境

情况调查等活动，让学生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培养他们的只知

识探究的意识，对于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另外，

在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发挥所长，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提供

广阔的思维想象空间。例如，在学习“珍爱生命”这节课时，我

们为学生布置了“烟酒与毒品”的小课题，让学生先在网络上查

阅相关资料，了解烟酒和毒品对人们身体的危害，并让他们思考

作为青少年应该怎么做。最后，将搜集的资料与讨论的结果整理

成论文并上交。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探究活动，一方面接近生活，

让学生摆脱枯燥的学习方式，亲身感受知识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

让他们在于现实生活接触的过程中拓宽自己的视野，感受生物知

识的趣味性，着力强化他们的自主探究素养。

四、合理进行评价，强化学生生物学习自信心

（一）注重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能够让学生针对个人表现进行评价，包括作业档案、

课外阅读情况、学习效率记录等，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与成

果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并修正自己的学习方式

和节奏，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不断强化生物学习的自信心。

（二）学生之间互评

互评能够让学生取长补短，通过同龄人的看法能够获得更多

的认知体验。如在学习“鸡卵的结构”这一块知识时，为了让学

生更为清晰地观看鸡蛋的内部结构，笔者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

形式打生鸡蛋，观察并记录自己观看到的现象；也可以让学生采

集鸡蛋的标准，然后在显微镜下面进行观看，运用所学知识得出

自己的结论。通过营造互助探究性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此过程中

相互学习更为优质的探究思路，互相监督，进而为彼此作出更为

客观、合理的评价。

三、结语

总之，在生物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对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教师应从教学方法的创新这一视角，基于

初中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创设更活泼、生动的生物课堂。通过注

重兴趣激发，提升学生生物学习动机；关注氛围营造，培养学生

总结的良好习惯；开展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知识探究意识；合理

进行评价，强化学生生物学习自信心，为学生展现多样化、趣味

性的生物学习天地，着力提升他们的探究热情。此外，通过师生、

生生之间的互动，能够让学生相互成长、共同进步，对于其生物

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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