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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生物学课程标准》提出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要注重探究和实践，以知识为

载体，培养科学思维习惯，提升科学素养。在教学中如何落实核心素养的渗透，

是我们作为一线教师必须探索的问题。

生物实验操作加入中考科目后，实验课大家是创造条件开展了，但发现大多

数教师都是以中考为指挥棒，严格按照中考实验的题目来开展实验，而且谨小慎

微地遵照实验的步骤来一步步要求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不允许偏差，从而避免在

考试中扣分，这就明显和实验课开展的初衷偏离了，失去了育人的功能。如何在

课堂教学中既兼顾中考需求，又能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的发展，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思考，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不

断实践，做到考、教、学齐头并进，实现共赢。

【思考及解决方案】

一、思考

如何落实课程标准要求，紧扣教材内容，实现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提高？

在不断的教学实践探索过程中，发现只有跳出中考的魔咒，真正放手让学生自主

进行探究，寻找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探索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真正的提

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实现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提升，真正落实核心素养的发

展。

二、解决方案

对教材及学生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让课程的设计更具针对性。本探究实验

的开展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和探究能力，但经过评估，学生的实验

操作能力和探究能力并不能使他们能顺利自主的完成实验，达到实验的预期效果，

因此我先遵循课本教材的实验要求让学生先进行一课时的实验，熟悉本实验的操

作过程掌握操作要领，为后面实验探究的实施打下基础。

利用学生在上一节实验课中发现的问题，生成本节课想要探究的问题，学生

的探究欲望很自然地被点燃。学生在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们在教学中关



注的问题，例如课本材料的参考是“尾鳍色素少的活的小鱼”，没有具体推荐，

所以就成为探究的好切入点，也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地方：究竟不同的材料观察

效果有什么差别呢；小鱼跳动问题一直是困扰学生实验成功的关键，也是中考扣

分的关键点，学生尝试通过小组探究解决该问题，也是很有欲望，是很有成就感

的。

为避免学生无目的地进行实验操作，向课堂 40 分钟要质量，我先和学生一

起探讨每个实验组的实验要求和目标，通过讨论分析，学生对即将进行的实验操

作更有目的性，避免盲目操作浪费实验时间。在讨论中也能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

最后再利用评价表，及时反馈学生课堂学习情况，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

教学策略，让学生及时反思，学会反思。

【案例过程】

一、实施条件

剪映软件、GIF 制作软件、多媒体平台、投影设备、实验器材、手机。

二、资源准备

1.实验操作视频、GIF 动图。

2.实验基础器材、2%/5%/8%酒精溶液、草金鱼、泥鳅、棉絮。

3.实验成果报告单

4.实验评价表

三、操作方法

（一）课前

收集上一节实验课学生的疑问及建议，评估学生建议的实验可行性。根据实

验设计准备相应的实验器材。对学生进行分组、培训实验小组长。

（二）课中

备课时播放自制的实验微课视频、关键操作 GIF 动图。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

及动图回忆和熟悉实验的操作过程，为后面的探究活动顺利进行奠定基础。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PPT 展示针对上节实验课做的调查中收集到的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所遇到的

问题，引导学生讨论相应的解决办法。让学生从实验中发现问题，共同探讨解决

问题，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为后面探究实验的开展埋下伏笔。



2.创新实验合作探究

教师带领学生探讨每个实验组的实验要求和目标，通过讨论分析，发展学生

的科学思维。

教师提示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要爱护小鱼，做优秀“护鱼使者”。渗透核心素

养中社会责任的培养，减轻学生抓小鱼的害怕心理。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探究，分工合作，观察实验现象，利用手机记录

时间、拍摄实验图片或视频。用手机代替秒表，同时可以拍摄并实现图像上传分

享，一举多得，解决了本实验一直存在的实验成果难共享的问题。

小组根据实验结果填写实验报告单。通过小组实验对比、讨论、分析两种小

鱼、两种包裹材料的图像效果，选出最佳实验小鱼，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和综合

的能力。尝试对小鱼进行酒精麻醉的探究，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素养。

3.图像共享汇报交流

组建临时微信群，各小组命名昵称为所负责的实验组名（例：小鱼选择组 1），

实验过程中将实验现象拍摄好发到群上。然后让小组代表拿着实验报告单结合上

传到群上的图像或视频进行汇报交流，同实验组补充，其它小组评价。分享实验

观察成果，共同体验探究成功的喜悦。

4.课堂小结延伸拓展

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鼓励学生课后继续探究。让学生有继续探

究的启发和欲望，在学生心里播下探究的种子。

5.学习评价

学生填写学习评价，及时反馈课堂学习情况，实现“教学评”一体化的教

学策略，让学生及时反思，学会反思。

【案例反思】

本节课在课本实验操作的前提下收集实验操作学生发现的问题，共同探讨解

决方法，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为后面探究实验的开展埋下伏笔，让对材料

的选择及对小鱼的麻醉探究实施成为可能。在实验操作中让学生分组实验，自主

探究充分表达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激发了学生的探究热情，真正让

学生的自主探究落到了实处。学生全员参与、合作探讨、共享他们的实验成果，

达到了学习目标。用手机代替秒表，同时实现拍摄和上传分享，一举多得，解决



了本实验一直存在的实验成果难共享的问题，实现了合作探究、图像共享的成效。

通过评价，学生和教师共同反思，及时调整学习和教学方式，利于有效课堂的构

建。

本实验中各小组既要完成本组的探究任务又要最终完成实验报告的组织，个

别小组兼顾不来，达不到预设实验成效。个别小组不能熟练使用手机拍摄，错过

最佳实验现象，甚至没能记录下来，留下遗憾，也影响后续的汇报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