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以学生为主体的生物课堂的感想

转眼间，我在省实验中学工作的时间已将近半年。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仿

佛拖着行李箱走入省实验中学的情景就发生在昨天，却也说短不短，100 多个日

夜见证了我不断的进步与成长。从最初的与学生的生疏到现在和这些孩子有了的

感情，从最初备课的茫然到现在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与体会，这短短的半年我付

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

在工作之前，读过一些关于精彩教学的案例，我发觉一个好的教师上一节精

彩的课要善于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把课堂的气氛调动得很活跃，而不是死气沉沉

的。但是我心中一直有疑问，我现在这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还学不好呢，让他

们自个儿在下面乱哄哄的讨论，怎么会有成效？但在听过学校多位资深教师的课

之后让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相信学生的能力”，“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呼声

在我的心头越燃越烈。

我之所以不相信那样热热闹闹的课堂会有成效，究其原因是我不相信自己的

学生。一些学生早已熟悉的东西，我还在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一些具有较高综

合性和较高思维价值的问题，我却将知识点分化，忽视了学生自主探究和知识的

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一些本该让学生自己去动手操作、试验、讨论、归纳、总

结的内容却被老师取而代之；一些学生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形成的独特见解和疑

问，往往因为我的"就照我教的来"而扼杀。教师应当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

导者和合作者，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造性，为学生提供从事活动的机会，

构建开展研究的平台，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真正对 “把课堂还给学生” 有所体会是在上完新教师汇报课之后。准备新

教师汇报课时我努力想做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呈现一节生动活跃的生物课，可

是一遍又一遍的试讲过后，我发现预想的课堂情景与学生的实际表现相差甚远，

原以为在课堂上给学生充分说、答、议、评的时间，应该出现争抢问答、激烈讨

论的热烈场面，但多数学生还是欲说无言，或是人云亦云。最后当我已经把教材

读过无数遍，教案改了无数变，参考了多位组内老师的意见后，由于准备的越来

越充分，对教材的研究越深入，我感觉自己逐步找到了调动学生的方法，我发现

要想能发挥学生主体性和积极性，有一个创新思维活动的空间，关键在于教师，

教师如何引导，启发，点拔，能否真正地把学生引到这一领域。只有教师在平时

备课中要把教材吃透，而且要尽量地搜集，制作与教材有关的教具，这样才能将

让学生自己去讨论、总结的内容环环相扣。由于生物学与自然界紧密相联，和生

活、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从熟悉的事物，现象出

发，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已有知识水平，在认真领会教材编写意图的同时，学

会灵活运用教材，根据学生实际进行必要的增删、调整，真正做到因人施教，因

材施教。

教师的角色不能一成不变，要学会变换，进行合理地调配。一个成功的教师

不是重在将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而是在教学中给学生指引一条学好知识之路。

生物学是一门与生物息息相关的学科，也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入手，创设生动有趣的问题情境，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使学生从生活经验和客观事实出发，

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生物、理解生物，同时把学习到的生物知识应用到



生活实际，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性问题。热点新闻，医疗健康，个人

生活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都含有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生物学问题，我们在教学

中适当加入这些内容，揭开学生对生物学的神秘面纱，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

落实生物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一基本理念。

总之，这几个月的工作使我受益匪浅，不仅仅是对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的实践，

我对教师这份工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把教书育人看成是职业的人，那他只在谋

生；而把教书育人当成事业的人，那他就是在敬业。因此，教师应当把“职业”

看成“事业”，把课堂视为生命活动的一个场所，进行全身心的投入——投入理

想、信念，投入人格、情感，投入个性、热情。如果说一个教师，仅仅是只做到

不传授错误知识这点，他还只能算是完成教师最基本任务，也就是教育界所谓的

完成具备基本谋生的手段而已，但离我们所崇尚的最高敬业而言，还差十万八千

里。古人云：“若水三千，不止一瓢！”一个好的教师，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一

个敬业爱岗的模范教师，不仅具备学富五车的渊博知识，神采飞扬的青春风采，

大海般广阔的胸怀，还必须具备牺牲、果敢、奉献与忠诚般坚韧意志的师德品质。

说到底，做新时期的教师，就要积极地更新知识、观念和能力，遵循学生成

长的规律去创造性地工作。让我们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使教育适合学生的发展，

努力为学生的发展创设必要的条件，使学生和教师共同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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