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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研究 
任琴 1  郭美兰 1  张志鹏 1  刘可嘉 2  胡志芳 3 

(1.集宁师范学院；  2.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第二分校；  3.乌兰察布实验中学) 

摘要：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在中学生物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乌兰察布某中学学生与教师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
查法、访谈法、观察法和数据分析法对启发式教学的看法、应用和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学生更喜欢启发式教学方
法；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与学生生物考试成绩呈正相关。启发式教学方法应用越多，学生学习效果越好，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提升。
针对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启发式教学方法应用较少的问题，提出转变教师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通过直观启发、对比启
发和举例启发，更好地掌握启发式教学方式，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为今后的初中生物
课堂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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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

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教育部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双减政策”成为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新指标，

旨在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 

为保证学生知识的扎实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多引导学生思考、产生质疑并提问，

用启发式教学代替灌输式教学。很多学者研究指出，要利用“启

发式教育”，引导学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3]。启发式教学强调教师采用“引导”

和“启发”的方法辅助学生学习和思考，提升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4]。 

本研究以“初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为依托，结

合实际对其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究，探讨相关启发式教学的方法

和思路，为努力实现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培养学生的生物素养
[5]和学习力明显提升[6]奠定基础。 

1 研究方法与过程 
1.1 问卷调查 

1.1.1 问卷调查概述与编制 

通过参考关于实施启发式教学法的调查报告，结合在乌兰

察布某中学的实习经历，编制问卷。问卷采用线下方式进行。

调查对象为乌兰察布某中学初一年级 4 个班级，发放问卷 200

份，收回问卷 182 份，回收率为 91%。 

1.1.2 问卷结果统计和分析 

该调查问卷中，问题（2）-（6）是学生对于启发式教学方

法的喜好程度和看法，其中 A-C 选项分别为教师对启发式教学

方法的应用程度；D 选项为学生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否定或中

立态度。结果表明：喜欢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学生占 76.91%，喜

欢直接由教师讲授的学生占 16.53%，不在意授课方式的学生占

6.56%。说明学生更喜欢多样性的教学方法。 

问题（7）-（15）是通过对学生的调查，了解教师对于启

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情况。结果显示：教师应用启发式教学方

法 较多 的占 15.71% ， 教师 偶尔 应用 启发式 教学 方法的 占

67.33%，教师从来不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占 16.96%，由此可知，

教师对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较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教师水平良莠不齐，教学方法没有与时俱进；也可能是教

师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讲授课本知识，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17]。 

1.2 随堂听课 

在乌兰察布某中学初一年级 4 个班听课 20 节；初二年级 2

个班级听课 10 节。听课过程中，观察教师授课方式和学生参与

情况，得出以下结果：（1）初二年级学生面临会考，学习进度

较快，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更加注重知识的连贯性和整体性，会

用较多时间进行讲解，启发式教学方法应用较少，学生学习积

极性降低。（2）相较初二年级，部分教师在初一年级生物课中，

应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较多。如例举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对学生

进行类比启发，使课堂氛围更加活跃，进而增强学生对于生物

学习的自信心。 

1.3 学生成绩概况 

图 1 为乌兰察布某中学初一年级 3 次生物考试平均成绩。

研究发现，该成绩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呈正相关。可以看

出，初一 2 班生物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应用越多，学生学习

积极性高，考试成绩高；初一 1 班和 4 班学生启发式教学方法

应用越少，学生学习效果越差，考试成绩越低。 

 
图 1 各班级 3 次考试平均分数 

2 启发式教学常用方法 
上述分析表明，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对调动学生学习学

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有明显效果。 

2.1 直观启发，构建学生学习框架 

利用视频、 ppt、生物模型等教具和学具，对学生进行直

观启发，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变抽象为具体，提升学生学

习生物学的能力，让学生具有学习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如在“消化与吸收”一节中，可搭建模型模拟西瓜子进入

人体后的路径（图 2），让学生了解并记住西瓜子进入人体后的

路径是“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同时可通

过 PPT 动画展示此路径，增强学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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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瓜子进入人体后的路径示意图（部分） 

在学习“显微镜的使用”这节课程中，带领学生到实验室

学习显微镜的规范操作方法，并引导学生反复练习。初一学生

第一次接触显微镜，是培养生物学习兴趣的好机会，要引导学

生多动手、多实践。在学生实践过程中，带学生认识和了解显

微镜各个构造的功能，让学生能够更加轻松地学习生物知识，

而不是死记硬背。 

教师应积极优化课堂教学模式，确保有效运用启发式教学

方法。如在七年级下册第一章第二节“人的生殖”一课中，生

殖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对初一学生来说较为抽象，且初一

学生正值青春期，对该方面的知识既懵懂又好奇，正确地引导

和有效地教学尤为重要。在授课期间，通过多媒体展示精子与

卵细胞结合全过程的视频，让学生了解到每个人是如何来到世

界。视频结束后，学生均认为这个过程很震撼，在学会知识的

同时，对生命有了敬畏。 

2.2 对比启发，提升学生分辨能力 

对比相似或相反的知识内容，以及对比生物、生物某一部

分的不同特征、不同性质，能够辅助学生学会对比分析和记忆，

夯实生物基础，培养学生总结和主动归纳知识的能力[5]。 

在“消化与吸收”、“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血流的管

道——血管”这 3 节课程当中，分别涉及到了“小肠适于消化

和吸收的特点”、“肺泡适于气体交换的特点”、“毛细血管适于

进行物质交换的特点”，在这 3 节课程的讲解中，可以带领学生

进行总结、对比记忆和区分，学生的学习思路会更加清晰，对

于重点的记忆会更加准确和高效。 

表 1 人体三大系统特点比较 

小肠适于消化和吸

收的特点 

（消化系统） 

肺泡适于气体交换

的特点（呼吸系统）

毛细血管适于进行

物质交换特点（循环

系统） 

大 — 细 

长 — 慢 

薄 薄 薄 

多 多 少 

在“发生在肺内的气体交换”一节中，通过表格形式（表

2）总结,对比吸气和呼气时，肋间肌、膈肌、胸廓等的不同变

化，确保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其对应特征。 

表 2 呼气与吸气过程比较 

呼吸 
肋间肌、膈

肌 
胸廓 

肺容

积 
肋骨 膈肌 

肺内气压与外界气压

关系 

吸气 收缩 扩大 增大 上升 下降 
肺内气压低于外界气

压 

呼气 舒张 缩小 减小 下降 上升 
肺内气压高于外界气

压 

在“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一章中，除了用多媒体展

示“人类对生物圈的有益影响”和“人类对生物圈的有害影响”

的相关图片外，还可让学生回忆总结生活中的相关实例，培养

学生的自我总结和对比学习能力[6]。 

3.3 举例启发，增强学生理解能力 

通过生活中熟悉的事件和现象，举例类比说明生物中的现

象和概念，让学生建立起基本的了解、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的思

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便于学生更好的了解和学习生物，提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如在“人体内物质的运输”一章

中，学生初次接触血管，在学习其功能时较为茫然，通过把“人

体内的运输系统—血管”看作“一个城市的运输系统—交通”，

学生即可较为快速且准确地了解血管的功能。 

在“绿色植物与生物圈的水循环”一章中，讲解叶片结构

时，学生不容易理解保卫细胞如何行使功能，将植物叶片的保

卫细胞比作学校门口的保安，学生理解会更加容易，且记忆更

加深刻。 

3 结语 
启发式教学方法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有极强的促进作用，学

生更喜欢启发式教学的授课方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应用越多，

学生学习效果越好，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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