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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与维持学习兴趣 提高课堂学生参与度 

聂金菊 张文．才 (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第一中学 415137)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聚焦学生注意力、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以及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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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个体参与的质与量，直接影响 

学生当前及今后多方面的发展和成长。兴趣是学生内 

在需求的外在表现，是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 

与情绪状态，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内在因 

素，是学生参与生物学习的重要心理条件。稳定的学 

习兴趣可以集中学生注意力，促使学习活动积极、主 

动，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和持久的学习热情。初中生 

对许多事情都有好奇之心，生物学教师在教学中应努 

力将学生偶尔的好奇心及短暂的学习兴趣培养成稳定 

的学习爱好，提高课堂学生参与度。 

1 学湖有岸。情作舟 

有目标，有期盼是人行动的动力与指南，也让人努 

力追求后获得成功喜悦。融入感情的脑力劳动能使人 

消除疲劳，提高效率。因此，明确的学习目标，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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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旅程能增强学生学习动力。 

1．1 课堂旅程，目标是岸 将每节课的知识比作整个 

知识海洋中的一湾小湖，每个知识学习中具体而可操 

作的学习目标则是希望之“岸”。学生明白“岸”之所 

在后，师生或小组学生一起简单勾画快乐旅程——能 

用哪些方式到达“岸”，以唤起学生的感知与期盼。 

例如，在学习人体心脏知识时，准备人体心脏模型 

和猪心脏标本(每小组一个)。“岸”与旅程是这样设 

定的：①仔细阅读教材后，在模型上指出心脏四腔的位 

置和名称，找出哪些腔能彼此相通；②在猪心脏标本上 

指出心脏各腔，观察哪个腔周围肌肉最厚；找出与各腔 

相连的每条血管及名称；③根据动脉、静脉血管的概 

念，推导心脏内血液流动方向，在猪心脏标本上找出心 

脏内血液单向流动的原因．你能否有办法证实心脏内 

他所学知识的联系，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增 

强学生的应变能力。 

3 提炼技法 ，引领学生主动学习 

在传统的复习课中，都是由教师归纳解题技巧，再 

讲解相应的例题。这种方法对于一些接受能力强的学 

生是有效的，但有一些理解能力差的，或者基础差的学 

生这时就很有可能会跟不上。总之，学生在这种复习 

课中是处于被动的思考状态的，很难调动起学习的积 

极性。所以在复习课教学中，更要重视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真正动起来，才能有效 

提高复习课的效率。 

例：(2010年安徽卷)雄蛙的一个体细胞经有丝分 

裂形成两个子细胞(C1、C2)，一个初级精母细胞经减 

数第一次分裂形成两个次级精母细胞(S1、S2)。比较 

c1与C2、sl与 s2细胞核中DNA数 目及其贮存的遗 

传信息，正确的是( ) 

A．DNA数目Cl与 C2相同，Sl与s2不同 

B．遗传信息c1与c2相同，sl与 s2不同 

C．DNA数目C1与c2不同，s1与 s2相同 

D．遗传信息cl与 c2不同，s1与s2相同 

本题考查比较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中遗传物质数 

量变化的相关知识，答案 B正确。而这一部分内容历 

来是学生反映比较难记、容易出错的知识点。可采用 

先列出这道高考题，引起学生的重视，并在题后附上如 

下所示的技法提炼： 

数量 
4N 

2N 

0 

有丝分裂 

“斜线”有无 

有 

时期 

变化 

减数分裂 

连续 2次 

变化 

接着，要求学生分小组讨论，一般由同一排的2— 

3个学生为一组，要求小组学生共同完成技法提炼，讨 

论出本道高考题的答案。如果出现小组内的学生都无 

法完成时，可由教师提醒，或者向周围小组的学生请 

教。最后，由教师点拨，公布正确答案。通过这样的形 

式来解决复习课上的例题讲解问题，使每一位学生都 

去思考和总结解题思路，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便使学 

生掌握知识，提高了复习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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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只能单向流动；④简洁而独特阐述活体心脏工作 

的简要过程或原理；⑤联系生活中你接触过与心脏有 

关的知识或问题，通过这次学习，你产生了哪些疑惑? 

可用器材：教材、人体心脏模型和猪心脏标本(每 

小组一个)。 

要求：(1)独立完成第①②题，组长检测完成情 

况；(2)小组讨论完成③④⑤题并展示。 

1．2 机智评价，聚情为舟 孤独的行程是寂寞的，排 

除孤独与寂寞是激发学习兴趣的先决条件，采用的是 

小组合作学习排除学习寂寞。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 

评价是向导，聚情是关键。 

合作学习小组是经双向选择、达成的异质较均衡 

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先培训组长，如何形成组内共 

同目标，如何形成组内凝聚力，如何激发每一个学生向 

上的潜能等。要求组内目标一致、分工具体、行动快 

捷、真诚互助；再培训组员，学习组内及组问评价规则。 

组问竞赛，规则明确，学生自评与互评相结合。评的目 

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学习方法与思维方式，学会学习， 

感受学习的成功与快乐。 

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使人恐惧、退缩。课堂中明确 

的奖勤、真、善，罚惰、假、恶的课堂常规与机智的评价， 

能有效地帮助构建和谐民主向上的课堂环境，使每一 

个学生在课堂中都受到尊重，满足安全与归属需要，使 

课堂具有向心力。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不必小心翼 

翼地揣摩教师的想法，也不必担心说错了会遭到他人 

的岐视或嘲笑。课堂中学生热情开放，敢想、敢说，说 

真话，思维活跃、善于发现问题，提出质疑。 

1．3 激情投入，策略助力 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过程 

中，总有个别学生不想积极参与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时间长了他们便成了课堂的看客、听客。教师如何制 

造学习场势，帮助学生克服胆怯与畏难情绪，让每一个 

学生都卷人学习的洪流，学会求知呢?最简单的办法 

是实行小组捆绑评价：及时表扬全体组员最先进人学 

习状态的小组，并在学生能见的位置记录全体成员进 

入学习状态的次序。在组长与组员的督促下，一般都 

会快速进入学习状态。有个别情况时，教师走近，问明 

原因，及时做好协调与指导工作，特殊情况课外继续处 

理，力争没有学生的注意力游离在课堂之外。 

2 欢喜到家。品成长 

通过对学习过程与学习成果具体而明确的品评， 

能克服教育的延期与隐性效应带给学生的成就感缺 

失。在有序地品评中，学生的情感能量得到增值，各种 

能力获得健康成长。 

2．1 品小组展示，品出乐观 自信的学习态度 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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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目标的小组展示，百花齐放，是课堂中最激动人心的 

时刻。 

例如，在展示心脏学习成果时，有的小组用注射器 

演示心脏肌肉收缩与舒张促进血液流动现象：手拉注 

射器柄，吸入药物就相当于心房肌肉舒张，使心房容积 

扩大，由于只有静脉人口，血液便快速地由静脉进入心 

房。用手快速地推注射器柄相当于心室肌肉收缩，心 

室容积缩小，由于只有一个动脉出口，血液就快速地被 

推人动脉，完成血液的单向流动。一边说还一边演示； 

其他学生看明白了，给予热烈的掌声。接着，有位学生 

发问：当心房收缩时，静脉与心房人口没有防止血液倒 

流的瓣膜，血液是否会回到静脉中?心脏四腔周围的 

肌肉是否同时收缩和舒张?一个人的心脏瓣膜关闭不 

严会有什么影响⋯⋯在学生的追问与辩答中，一个个 

疑难得以解决。借此引导学生认识每一个人的想法或 

思维都是独特的，也会有其不完善之处，说出来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会变得完善。在展示与争论中大家感受 

到自己能敏捷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从而更乐观、 

自信地融入课堂学习，创新学习方法。 

2．2 品学习过程 ，提升自我激励与 自我教育能力 人 

做事能持之恒，重在能自我激励。而将事情做成功，还 

必须自我检测、反思与修正。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 

必须在学习与生活中不断养成。 

在生物学作业中有这样一道反思题：在这节课学 

习中我在课堂投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感到最快乐的 

是什么?今后会在哪些方面努力?在下一次上课时选 

两个最真诚的反思进行班级交流。 

这有意改变了只有优秀生才有交流机会的传统局 

面，也鼓励学生真诚地反思。交流反思的学生不仅从 

交流中获得鼓励，也督促其将反思落实到行动中，其余 

的学生也在交流中感受快乐，获得指引。长期坚持，能 

提升学生课堂幸福感、自我激励与教育能力。许多初 

二学生在反思中写道“生物课，我在参与中学会的不仅 

是生物学知识、技能、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自信心的 

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增强。” 

2．3 品思维之花，品出爱好 结课时，会评选本节课 

中最有创意的想法、对大家学习最有帮助的做法给小 

组加分。这样不仅活跃了学生思维、优化了学习策略， 

也避免了在传统测评中，基础好的学生用不着思考就 

能将问题回答“好”的思维惰性，使部分优秀学生变得 

浮躁，阻碍了其爱好的进一步发展。长期坚持品思维 

之花，学生会有意开拓自己的创新能力、寻找实用的学 

习策略，学生的成就增多，学习效果显著提高，爱好形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