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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中学生物教学中， 普遍存在着过度强调

训练学生的解题能力， 忽略对其实验能力和创造能

力培养的现象。动手实验少，造成学生对科学方法的

训练不够全面。 例如，对如何观察实验、发现并提出

问题、形成假说、设计实验等方面的训练。 这些都极

大地制约了他们学习生物的兴趣， 以及各项能力的

提高。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最基

本的实验设计、技能训练开始，而学生课题研究正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它不仅对生物教学

有着很大的帮助， 而且对学生的成长也具有积极的

意义。

研究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

通过小课题的研究， 可以使学生意识到生物学

习不再是死记硬背，它充满了趣味和挑战。学生可以

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并且体会到生物学与他们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以激发他们学习生物的兴趣。
二、促进各学科间的相互融合

学生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 需要综合所学过的

化学等学科的知识。 比如学习动植物知识就一定要

有丰富的地理、气象等知识，而学习生理知识又需要

用到物理、化学等知识。 这样一来，学生所掌握的各

个学科的知识便能很自然地融合于一体了。
三、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

要顺利地完成一个课题，一名学生是不可能的，
这就要求他们做到分工合作。 如知识面较广的组员

负责查阅资料；细心的负责记录；组织协调能力强的

负责组织实验； 语言能力强的负责研究报告的文字

整理；社交能力强的负责实验对象的征聘等。每位组

员都要各尽所能，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一个有价值的

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短处

和别人的长处，取长补短，为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

基础。
四、提高学生调查、研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仅靠单纯的演算和推理是不够的， 往往需要设计大

量的研究程序和实验。而在此过程中，教师仅仅是负

责交给学生一些课题，至于如何进行研究，实验安排

的是否科学、合理、可行等都应由学生自己考虑。 这

些能力的培养，将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五、培养他们挑战权威、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在传统教学中， 教师和教材往往是学生的标准

答案， 学生只需要牢牢记住这些结论以备考试之用

就可以了， 这种封闭的教学模式扼杀了学生的创造

力。而课题研究的结论完全是开放的，它完全基于学

生自己的实验和研究，可能有悖于课本，但这却恰恰

可以培养他们质疑、挑战和创新的能力。
六、解决课时不足的问题

学生有了兴趣，就会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而这

大部分研究又都是在课外进行的， 所以相当的一部

分内容学生在课外就已经解决，这样一来，便大大减

轻了课堂的压力。

几点建议

一、合理地设计课题的内容

由于生物教学受高考的影响，课时严重不足，再

加上实验器材匮乏，学校不够重视等原因。教师必须

首先对教材进行全面分析， 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时

间、经费、现有实验器材等，合理地设计课题内容。
二、合理地安排课题的难度

教师要考虑学生的分组情况， 合理搭配不同长

处的学生，对他们设计的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可实施

性，完成生物实验的能力，以及所具备的相关知识做

出较全面的评估，合理地安排课题的难度。
三、充分地点评、反馈

学生的课题研究给生物教学带来的问题主要是

掌握知识不够准确、不够系统、不够全面，还有可能

会影响学生 的 中、高 考，这 就 需 要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对

学 生 的 研 究 充 分 地 进 行 点 评、反 馈，对 涉 及 到 的 知

识进行系统化的整合。 比如在点评“化妆品与青少

年” 的课题研究结果时， 可以将单层柱状上皮，复

层、假复层柱状上皮等人体其他器官的上皮加以分

析 总 结 ，并 进 一 步 深 入 到 腺 体 、消 化 道 、血 管 等 结

构，使 学 生 在 生 物 学 知 识 上 不 仅 有 点 的 深 入，还 有

面的覆盖。
四、实验资源的整合

教师可利用学生的社会关系， 在当地的大专院

校、科研单位寻求帮助，利用他们的闲置设备、标本

等帮助学生完成实验。

开展学生课题研究

好处多
□胡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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