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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阶段生物课堂中的“拟人化”教育

[摘要]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课业负担加重，通过提高课堂效率这条途径可以缓解。

拟人化，又叫人性化、人格化，即将表现的自然对象人格化，使之拥有人的思想、行为，模

拟人的感觉，沟通人与物的情趣与感情。教育过程中进行拟人化，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高课堂效率，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另外，将所学知识与人相结合，进行学习也可以

称为拟人化教育。

“拟人化”教育，在课堂中的应用方法很多。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在本文中列

举了几个常用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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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基础教育的顽症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危害性，近

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它不仅严重制约学校全面实施推进素质教育，而且影响青少年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

我们教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减负”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合格的人才，

是学生家长的愿望，是社会的期盼，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学生负担过重有多方面的原

因，但可以肯定地说，课堂效率低下是加重学生负担的一个重要因素。

许多教师的课堂教学停留于“满堂灌”、“一言堂”，停留于“考点”、“重点”的重复唠叨，

下课后大量留作业，重复练习，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生学习能力无法提高，学生的负担

势必加重。

几乎所有家长和老师都会教育孩子上课认真听讲，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于是许多学者将

目光集中于课堂中的多媒体技术、知识密度、提问方式、美学和实用等方面，以提高课堂效

率，但是许多方法收效甚微。

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何激发学生兴趣？学生兴趣的激发点究竟在何处？

对八万名 4 到 18 岁的美国儿童、少年作调查。他们被要求回答这样简单的问题：“你最

喜欢什么动物？”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前十类受宠动物，是这样的：1、黑猩猩 2、猴子 3、马 4、婴猴 5、

熊猫 6、熊 7、象 8、狮子 9、狗 10、长颈鹿。

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调查结果呢？很明显这些偏好并没有反映出强大的实用或美学价

值。这些动物不是最优美、色彩最漂亮的种类。然而他们都拥有大量的拟人特征：

他们都有毛发；他们具有圆的身体轮廓；他们的脸是平的等等。

拟人化，又叫人性化、人格化，即将表现的自然对象人格化，使之拥有人的思想、行为，

模拟人的感觉，沟通人与物的情趣与感情。拟人化可以应用在许多方面，用以激发人的兴趣，

得到人的关注，迪斯尼公司创造的多种卡通动物，米老鼠，唐老鸭等等均是拟人化的典型代

表。

用拟人化的方式进行教育过程称为拟人化教育。另外，将所学知识与人相结合，进行学

习也可以称为拟人化教育。

拟人化教育可以应用在中小学教育的许学多方面。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的过程中应用

了这一方法。笔者作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在高中生物教学过程中，对“拟人化”教育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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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总结出以下几个案例：

一．直接将知识拟人化。

在进化部分，教材中提到一本书《自私的基因》，作者用这样的标题，就是拟人化的一

个应用。

文章当中将基因比作人，赋予人的情感和思维。基因像人一样在思考，基因这样多，我

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在众多的基因当中，所有基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遗传下去。怎

样才能遗传下去呢？要想遗传下去，就必须要在众多的基因当中胜出，谁更加适应环境，就

会存留下来，不适应环境的基因就会遭到淘汰。

把基因比作人，将基因的传递过程转化为人的想法，向同学们传授的时候娓娓道来，学

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更容易理解和吸收知识。

二．拟人化教育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可以与人自身结合。

高中阶段传授的生物学规律比较系统、抽象，学生难以理解，不好接受。生物学的规律

对于人来说是适用的。在知识讲授过程中，与人体的知识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

生注意力集中，沟通会比较顺畅，提高传授效率。

例如：遗传规律中相对性状的概念是一种生物的同一种性状的不同表现类型，叫做相对

性状。课本是在描述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时出现的这个概念，所举的例子是豌豆的高茎、

矮茎，学生对于豌豆了解比较少，学习兴趣不高，另外对于相对性状的一些特点这个例子也

不能很好的说明。

如果在传授知识时能举人体的例子，效果比较好，笔者在授课时，除了讲授课本中的例

子外，还举了这些例子

①人的血型 A、B、AB、O 是否属于相对性状

②人手交叉后的左右大拇指的上下是否属于相对性状

③人的左右撇是否属于相对性状

当学生听到这些例子的时候，会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知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自身拥

有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对这些知识理解、记忆和区别都会比较容易。

三．拟人化教育还可以与人自身所处环境相结合。

生态部分提到的标志重捕法，常用的例子是草场的鼠类，内容非常枯燥，和实际生活距

离很远，学生不太愿意接受。

如果转换角度，可以这样提问

①在本市要调查人的种群密度，可以用标志重捕法吗？

②如果选择地点你会选择本市的什么地方呢？

提到学生们熟悉的地点，学生的学习兴趣很快就会提高。通过引导学生，学生很容易回

答出：人可以用标志重捕法。对于选择地点，学生回答会非常踊跃，有些学生说在医院，有

些说在火车站，有些说去超市等等。学生给出的答案多种多样，说明学生是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环境，所以学生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学生并没有完全理解标志重捕法中

对捕捉地点的要求，所以会出现许多不恰当的说法。此时教师向同学们传授标志重捕法的一

些注意事项学生们会很乐意接受的。

笔者对拟人化教育研究了一段时间，尝试过多种做法，许多做法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这里拿出一部分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