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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的高中生物生本课堂的构建

梁凯
陕西省神木中学

【摘要】所谓信息技术,是指对信息的加工、提取、整理、分析,包括多媒体、网络、通讯以及相关的硬件设备,生物作为一门自
然学科,与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信息技术与高中生物教学的融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简化了生
物的课程内容,让学生可以更加有效的对生物知识进行理解,从而推动生本课堂的建设,让学生回归课堂的主体地位,成为
课堂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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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生本课堂要求我们的教师要有“以生为本”的教学理
念,课堂的主体必须是学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是引导者,学
生才是课堂学习的主导者,要以学生的发展为宗旨,以学生的
学习活动为中心,做到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水平,
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也在教育行业掀起了
浪潮,在高中的生物教学中,就体现了信息技术与教学的高度
融合,不仅促进了学生的综合性发展,也落实了生本课堂的构
建,本次就基于信息技术下高中生物生本课堂的构建进行了
探究与思考。

1 利用“微课”,实现生本课堂的建设
微课就是指教师通过视频对知识点进行高度的精简,虽

然时间段,内容却丰富、集中、有针对性,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的
自信心,在高中生物的教学中,它是以实验为基础,以生命为
核心的一门课程学习,它包括生物的形态、结构、分类、生理、
遗传和变异、进化、生态的学科,学生学习起来难度极大,尤其
是知识的结构以及理论知识的记忆,给学生带来了严重的自
学困难,而教师通过微课,可以让学生进行课前知识的预习,
让学生在教师进行课堂讲解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学习,有目标、
有计划的开展生物知识的了解,发挥学生的课堂主导地位,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在学习《细胞的结构和功能》这
一生物课程的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微课录制线粒体、叶绿
体、高尔基体、溶酶体、中心体、液泡等主要细胞器的结构和功
能,以及不同细胞器之间的协调配合,继而让学生对所学知识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于学生进行思维导图的构架,让学生
在课堂学习中有针对性地对所学知识进行探究、交流,让学生
在课堂学习中向老师进行针对性的问题提问,提高学生的生
物学习效率,实现生本课堂的建设。

2 开创小组合作,构建生本课堂的建设
小组合作是学生之间进行合作、交流、探讨的一种学习模

式,是有目的性的课堂活动,尤其是对于生物实验的教学来
说,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不仅启迪了学生的思维,又调动了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学生不由自主的投身到学习中去,而信
息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组合作学习的
有效性,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微信群聊的形式对所学的知识进
行沟通探讨,以便于在课堂小组合作时进行针对性的学习计
划,提高小组合作的学习效率,落实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好
比,在学习《遗传和染色体》这一生物课程的学习时,教师可以
让学生先进行前期的预习工作,通过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制
定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与可行性计划,包括:基因的分离定
律、组合定律、染色体的结构变异、数目变异等都是学生需要
进行学习的计划内容,继而让小组合作发挥其最优质的的作
用,强化学生知识的完整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让生本课
堂的建设发挥其最优质的作用。

3 开创翻转课堂,落实生本课堂的建设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课堂上学,

久而久之导致学生对于学习一直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而翻
转课堂的开设打破了这一局面,它将教与学,转变为学与教,
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学习状态,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推进了高中生物课程的教学进

程,也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翻转课堂是让学生
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交流探讨,继而完善
课程知识,深化学习内容的一种教学模式,例如,在学习《人与
环境》这一生物课程的学习时,教师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对学
生进行辅助式的自学,以便于提高学生的自学效率,学生在进
行此模块的学习时,不仅要掌握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要
掌握如何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通
过学生的自学,在课堂教学时,学生可以就可持续发展与科学
技术越教师进行探讨交流,深化学生对这一知识点了理解,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落实生本课堂的建设。

4 巧用多媒体,开创生本课堂的建设
在生物的课程学习中,既有实验又有理论,为学生也增加了

不小了学习难度,为了让学生对生物知识有深刻的了解,教师可
以让利用多媒体技术让理论性的知识变得更加形象、直观、生动,
加深学生的记忆力,不尽可以活跃课堂的学习氛围,也燃起了学
生学习生物的积极性,让生物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让学生了解
生命、珍惜生命、热爱自然和保护环境,提高学生的生物素质教
育,例如,在学习《生物群落的演替》教师可以通过视频的播放让
学生明白生物群落中的种间关系,进而清楚地了解生态环境的稳
定,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一个清楚直观的了解历程,继而开创生
本课堂的建设,真正的落实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让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学生热爱生命、保护环境增强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信息技术的高中生物生本课堂的构建,教
师可以通过微课、翻转课堂、小组合作、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教
学手段,落实生本课堂的建设,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
间,进行自主学习,发挥学生课堂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建设以
生为本的课堂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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