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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初中生物教学的问题情境创设研究

周乃友

（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中学，山东 东营 257500）

摘要：伴随素质教育的广泛推行和切实深入，初中生物教师需充分意识到开展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尝试探寻新颖且

有效的教学方式来切实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其中“问题情境教学法”这一教学方法深受广大教师的认可与青睐，初中生物教师需积极

探寻在生物教学中创设问题教学情的合适契机与途径，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从而能够帮助他们掌握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能，

切实提升他们的学科素养。如何在初中生物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是当前初中生物教师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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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课程在初中阶段教育教学中占据有重要位置，是学

生接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途径，鉴于此，初中领导及教

师需提高对生物课程教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其中可以通过创设

问题生物情境来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模式，这样，能够增强

生物课堂的趣味性和新颖度，成功激发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内需

与动力，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地生物课程学习中。但是基于

各种内外因素的限制与影响，教师在创设问题情境的过程中遇到

各种问题，无形中限制了初中生物课程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鉴

于此，本文应以笔者教学经历为切入点，分析初中生物教学中问

题情境的创设意义和应用现状，并提出具体的创设路径，以期对

初中生物教学者有所裨益。

一、初中生物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意义

第一，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打破当下教学壁垒。处于传统教

学模式下，部分教师习惯于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容易使得教

学课堂变得沉闷和乏味，不仅会降低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自主性，

甚至还会引起他们的抵触和反感。若教师积极创设生物教学情境，

则能够使得生物课堂变得丰富多彩，启发学生潜能、发散他们思维，

最终能够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和理解。第二，激发自主学

习意识，提升生物学习效率。其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适宜的问题

情境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探索生物问题，能够一步步引导他们展开

独立探索和自主思考，最终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生物学习兴致。

第三，夯实基础知识，强化应用技能。结合初中生物课程的教学

特点可知，该课程涉及有晦涩、抽象的理论知识，无形中增加了

学生的生物学习难度，若教师采用问题情境教学法，则能够引导

学生沉浸到适宜的场景中，具体了解和全面把握教学内容，最终

能够切实提升他们的生物素养和人文素养。第四，丰富课堂体验，

强化课程认知。教师结合课程大纲、教学内容以及学生需求创设

的生物教学情境，能够引导学生深入分析生物实验现象的原理和

规律，从而能够有效丰富他们的课堂学习体验，提升他们的现象

分析能力，最终使得他们的生物综合能力得到稳步提升。

二、初中生物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应用现状

（一）所创问题情境形式单一

多数教师已经逐渐意识到来问题情境教学法在生物课堂教学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部分教师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深

陷固式思维中，仅仅将问题情境教学法应用在了课前导入环节，

通过讲述故事、设置问题这两种简单的方式来调动学生情绪，但

是并未将这一教学方法引进到整节课教学环节中，最终使得生物

课堂变得乏善可陈。另外，教师习惯于通过播放放 ppt 课件来创

设问题教学情境，久而久之，这种单一的情境形式便很难激发学

生的生物学习兴致，最终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

（二）所选问题情境素材陈旧

如今，教师在创设生物问题教学情境时所引用的情境素材多

是来自于生物教材，并且多是选择直接引用，并未进行拓展和延伸，

进而是的所选素材缺乏一定的生活性、时代性。例如，教师所选

择的图片表格、视频动画以及文字资料普遍存在内容陈旧、画质

不清等问题，这样，便很难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充分

发挥问题情景的应用成效。此外，部分教师会直接沿用之前的问

题情境素材，并未与时俱进地更新素材内容，这样，也很难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生物教学成效。

（三）所创问题情境不合时宜

有些教师在创设问题生物情境时，并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

爱好、性格特征以及切实需求，仅仅是依据教学经验来自主完成

问题情境创设，容易使得问题情境的设置不合时宜，存在不符合

学生认知、不满足学生需求等问题，最终很难引导学生沉浸到生

物情境中。另外，教师在开展情境教学时容易受到预设目标和预

设情景的限制，最终取得预期的问题情境应用成效。

三、初中生物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路径

（一）创设实验问题情境

教师可以通过创设问题教学情境来实现多元化教学，为实现

这一教学目标，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需求来创设层次性、

趣味性的实验问题教学情境，从而能够吸引学生展开问题探究，

最终能够激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升他们的实践技能。针对部分

课堂不便于操作的生物实验而言，教师可以借助各种先进教学技

术与设备，比如多媒体技术和投影仪技术，来为学生创设实验问

题情境。其中需为学生播放视频动画，展示图片文字，从而能够

成功调动学生多重感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使其沉浸到特定实

验场景中获取更为丰富的体验与感知。以教师讲解“物质跨膜运输”

相关内容为例，教师需要将洋葱鳞片叶外表皮分别浸润在清水和

盐水中，并制作成临时装片，之后调试高倍显微镜观察细胞的变

化情况。教师若只是简单地口头表述很难让学生了解整个实验过

程和注意事项，因此，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向学生播放与实

验相关的录像视频，同时还可以向学生展示自己结合跨膜运输原

理画的漫画图，使得学生结合漫画内容和视频信息来进一步了解

实验细节、把握实验步骤，最终为他们亲手展开操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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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有效提升生物课堂

的教学效率。

（二）创设生活问题情境

教师可以通过联系实际生活来创设问题情境，一方面，教师

需创设生活化情境，让学生意识到生物知识与实际生活是息息相

关的，从而主动学习生物知识、探究生物规律，借此来提升学生

的生物学习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究欲。以教师讲“酶的

作用”相关内容为例，教师可以为学生设置以下生活问题情境“在

周末，我用了宝宝专用洗衣液洗羊毛衫之后，发现羊毛衫被洗坏

了很好奇，此时，我观察到洗衣液成分表中有一种‘生物蛋白酶’

的成分，已知该成分多是用来祛除奶渍，但是却不可以用来洗羊

毛衫，这说明了酶有什么作用呢？”教师需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

考和组内讨论，之后，发现酶对底物有着催化作用，这样便能自

然而然的引导学生以生活化角度理解生物知识。另一方面，教师

可以从身边事物切入开展生活化教学，以此来拓展学生的认知视

野、充实他们的知识体系，并让他们感受到生物学科的现实意义

和无限魅力。此外，以教师讲解“生物圈的稳态”相关内容为例，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结合他们的生活中周围环境的变化发表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分析环境污染对周边生物带来的影响。有的学生解

释了漏油会导致更多海鸟死亡；有的学生说道赤潮现象的发生是

因为的海洋中涌入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除此之外，教

师还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向学生播放与之相关的纪录片，比如《北

美大地》《冰冻星球》《蓝色星球》等纪录片，以此来加深他们

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三）创设实践问题情境

除去生物课堂上的基础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或引导学

生在课下完成生物实践探究。一方面可以以生活入手，让学生观

察生活中存在的生物科学现象，进而提出疑惑与猜想，设计实验

进行探索。比如有长辈说在生拌菜中不能加入黄瓜，否则会破坏

营养，教师就可以以此为探索方向，组织学生设计实验探究是否

真实，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教师也可

以以课上的实验内容为基础，引导学生产生新的实验方案或猜想，

进而通过探索验证其猜想的真实性。比如在学习了种子的萌发这

一实验之后，有学生提出应探究光作为单一变量对种子萌发的影

响，由此教师就可以将其布置为课后作业，让学生设计两组对照

试验，在温度、水分以及空气状况一致的情况下，分别采取光照

与遮光处理，进而探析种子是否可以正常萌芽。

（四）创设媒体问题情境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创新，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冲

击，初中生物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中心先进教学设备来丰富教学

资源，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因此，教师除去教授教材中

知识点、技能点之余，还应尝试剪辑经典影视剧片段，制作 ppt 课件，

借此来拓展学生认知视野、充实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及发散他们的

生物思维。这样，学生可以在视听双重享受中获取丰富的体验与

感知，激发自身的学习兴致，了解到自然的风光与魅力，最终能

够转化为生物学习动力。鉴于此，教师需大胆引进信息技术来创

设媒体教学情境，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优质且丰富的教学资

源，同时，还应符合学生的切实需求。以教师讲解“生物多样性”

这节课时为例，教师可以向学生播放《大猫》《地球：神奇的每一天》

《我们的但诞生在中国》等优秀纪录片片段，使得学生能够解说

员的引导下感知神物的多样性。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祖国

河山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还能够帮助他们将“环境特征”和“生

物特征”等知识点结合起来，深化他们对所学内容的认知和理解，

最终能够提升他们的生物核心素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发展趋势，初中生物课程

教师需转变教学思维、打破教学壁垒，立足于核心素养视域下探

寻优化教学成效、构建高效课堂的有效措施，比如可以通过创设

问题情境，培育学生学习习惯；创设生活情境，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创设媒体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意识；创设活动情境，彰显学生主

体地位来帮助学生夯实基础知识、锻炼实践技能、形成学科素养，

最终完成培育学生生物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进一步推进初中生

物课程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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