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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生物学课堂中动态资源的利用 

黄英颖 (浙江省鄞卅I中学 315101) 

在丰富而又千变万化的课堂教学情境中，常会有 

许多预料不到的现象产生。面对这些生成性的教学资 

源，如何及时捕捉，让它成为教育教学的契机，而不是 

夜空中一颗美丽的流星?本文对如何进行利用常见的 

课堂生成性资源总结如下。 

1 活用“和谐动态资源” 

“和谐动态资源”即顺应课堂教学进程，与教学内 

容相匹配的动态生成性资源，这些“和谐动态资源”的 

生成，往往是课堂上的亮点。我在高二复习“植物生命 

活动调节”一课时，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提 

问，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师生间、学生间随时可以提 

问，课堂气氛活跃而又轻松。其中有学生提出：“在做 

向光性实验时，若在纸盒的上方开一个小孔，在侧边也 

开一个小孔，胚芽鞘将往哪个方向生长?”这是一个教 

材及参考书上没有的问题，这不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究 

的好机会吗?于是我说：“你提的问题很好，据我所知， 

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老师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怎么 

办?”学生议论纷纷，各抒己见，没有一个说法得到认 

可。学生决定自己动手做实验。看着学生如此高涨的 

热情和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我顺势要学生提出实验方 

案，分配好实验任务，让学生几天后在课堂上呈现结 

果。几天后，学生展示了他们的探索过程，看到了实验 

结果：玉米胚芽鞘既不直立生长，也不弯向侧边的孔， 

而是在两者之间生长。面对这个结果，学生进一步进 

行原因分析：胚芽鞘受到顶光和侧光的照射，侧光照射 

使背光的一侧生长素分布比较多，向光的一侧生长素 

分布比较少；顶光的照射使生长素往下分布，造成背光 

的一侧生长素分布比较多，向光的一侧生长素分布比 

较少，生长稍慢。看着学生高兴的样子，学习真正成了 

学生发现的智慧之旅，教师在处理这些“和谐资源” 

时，将其转成“生长点”，巧妙地利用“和谐动态资源”， 

将它们的价值发挥至极至，让课堂进入佳境，让教学别 

有洞天。 

2 善用“歧路动态资源” 

课堂上，学生往往不顺着教师的思路走。面对这 

些“歧路动态资源”，是把学生往预设的轨道上赶，还 

是顺着学生的价值取向去挖掘?在教“基因工程简 

介”一节时，我讲到基因操作的基本步骤，其中一个步 

骤是目的基因与运载体结合，在例举胰岛素生产时，把 

人的胰岛素基因与大肠杆菌中的质粒DNA分子结合， 

形成重组DNA分子，再将重组 DNA分子导人到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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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菌体内，通过大肠杆菌的大量繁殖，能生产出人的胰 

岛素。正当以为该解释学生都能心领神会时，突然，有 

学生站起来反问：“老师，大肠杆菌是原核生物，只有核 

糖体，只能形成多肽(肽链)。而胰岛素是蛋白质，它 

的合成是需要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加工，怎么在大肠 

杆菌体内能生产出人的胰岛素呢?”经学生这么一说， 

课堂上顿时热闹起来，都觉得该学生讲得有理，教科书 

出现了差错。学生的个人观点“大肠杆菌不能生产出 

人的胰岛素”就是一个教学资源，应该说，它完全偏离 

教学设计方向，出乎教师意料。如果完全忽视学生的 

观点，无疑置“动态生成资源”不顾，扼杀了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这时我对学生说，“敢于质疑权威，老师非 

常高兴，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把人的胰岛素生产过程搞 

清楚。”学生通过课后查阅资料知道，原来利用大肠杆 

菌等微生物表达生产胰岛素的过程中，表达产物常常 

形成包涵体，而不是分泌出来的。要通过变性和复性 

过程才能得到有活性的人胰岛素。通过基因工程，将 

人胰岛素基因A、B链的人工合成基因分别组合到大 

肠杆菌的不同质粒上，然后再移至菌体内，这种重组质 

粒在大肠杆菌细胞内进行正常的复制和表达，从而使 

带有 A、B链基因的工程菌株分别产生人胰岛素A、B 

链，然后再用人工的方法，在体外通过二硫键使这两条 

链连接成有活性的人胰岛素。现在大都已经改为用酵 

母菌、昆虫培养细胞、或哺乳动物培养细胞等真核细胞 

作为表达载体，可以直接分泌胰岛素，而少用大肠杆 

菌。这样教师巧妙地为学生“点拨导航”，教学沿着更 

佳的轨迹运行。教师能够及时调整教学航向，引导学 

生进一步思考，深入地交流讨论、探究。让课堂教学柳 

暗花明，锦上添花。 

3 巧用“情境动态资源” ． 

教师不仅要有良好的倾听习惯，还必须具备敏锐 

的听辨能力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这样才能捕捉到 

教学过程中稍纵即逝的、极有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动态 

生成资源。我在“减数分裂”这部分内容教学时，采用 

了小组合作的方式，选用橡皮泥、卡片、磁铁等多种材 

料，让学生把动物细胞形成过程中染色体及 DNA的变 

化过程演示一下。布置完任务后，各个小组开始忙碌 

起来。可是后来发现，当其他小组成员还没动手做，为 

选用什么材料、分配任务争论不休时，有一个小组的学 

生已把动物细胞形成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过程用橡皮 

泥做得差不多了，我也觉得学生做得不错，就让全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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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教材，培养高三学生学科内知识综合的能力 

张 斌 (四川省南溪县第二中学 6441o0)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对刚进入高三的学生如何利用生物学教材，培养学科内知识综合的几种途径：先从高考大纲的能力要求和高 

考试卷的试题状况分析，引导学生意识到必要性，然后对高三新课教学、一轮复习、二轮复习、试题讲解或者答疑解惑中培养学生 

学科内的知识综合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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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非新课程改革的省市高考考试方案、试卷 

结构、题型题量、分值、难中易试题比例等都保持比较 

稳定，说明突出学科内综合考查的局面在目前的高考 

中不会改变。为了引领高三学生重视学科内的综合， 

注意学科内知识的串联，以实现理解教材，吃透教材， 

达到高考大纲中理解能力的要求，我认为从以下几个 

方面人手，能够达到目的。 

1 讲明考纲，说明高考试题，引导学生树立学科内知 

识综合的意识 

刚结束高二学习的学生，才经历过高中毕业会考， 

对高考情况不太清楚。由于会考考查基础内容，知识 

面广，还是一百分的分值，所以综合性不强。学生一进 

入高三，就要向学生讲明考纲要求，比如能力考查中第 
一 项“理解能力”：“能把握所学知识的要点和知识的 

内在联系；能用文字、图表、图解等形式阐述生物学事 

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等 。”比较以前的考纲虽然没有 

了“形成知识网络”几个字，但不否认建立学科知识体 

系能更好地实现对所学知识间内在联系的把握。由于 

“形成知识网络”的要求太笼统，可能不好考查就取消 

了。然后从考题的角度，利用当年或者最近一二年的 

高考试题让学生明白高考的选择题不再是单打一的模 

式，ABCD四个选项可能来自不同章节、不同考点，两 

个非选择题(还包含实验题)也将会尽可能在给定的 

情景材料下考查到多个章节、多个考点，否则就无法实 

现考查“所学知识的要点和知识的内在联系?”这项最 

基本要求。由于有学生已经关注过当年的高考题，一 

般会表示认同。所以向学生指明学习方式的调整，要 

求在今后的学习和复习中，有意识地注意对各章节中 

自己能想到的相关知识点进行串联，尽量去做学科内 

知识的综合联系。 

2 高三新课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选修本内及与必修 

本问的知识整合 

宏观上，对选修本内各章节结构上的安排进行阐 

明，有助于学生把握所学知识的要点和知识间的联系。 

选修本与必修本之间能串联的章节就更多了，几乎选 

修本的每一章节都能从必修本中找到相关内容，它本 

身就是高二内容在高三对理科学生进一步的学习要 

求。每讲一章，都应提到高二的相关章节，引导学生抽 

时间去把握其相关性。 

微观上，如“人体内的细胞就可以通过内环境，与 

外界环境之间间接地进行物质交换了”，可以与高二 

“人和动物体内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中各养料的来 

源和各中间产物及废物的去向等相关内容联系；“K 

在维持细胞内液的渗透压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高 

二讲主动运输时“人的红细胞中K 的浓度比血浆中 

K 的浓度要高出30倍，而红细胞中Na 的浓度却是 

血浆中的1／6”相联系，甚至与高二讲静息电位时电荷 

外正内负的联系；还可以由“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 

K ，只要保持合理膳食，就能满足机体的需要”与选修 

本“提高农作物的光能利用率”中“绿色植物通过光合 

作用合成糖类，以及将糖类运输到块根、块茎和种子等 

器官中，都需要钾”相联系。这类可联系的内容很多， 

新课教学中为完成教学进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联系，其余的可以在一轮复习中进行。 

3 一轮复习中。学生学科内知识综合能力养成的引领 

一 轮复习，师生一般都有一套专门的复习资料。 

生暂停活动，专门请这一小组的学生介绍愉快合作的 

诀窍。其中有一位学生说道：“我们先分好工，选好材 

料，在分工时，先选一名小组长，由他负责监督其他同 

学，其他同学边做染色体模型，组长同时把这个过程给 

我们讲解一下。而且每个同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 

欢，选做分裂过程的几个时期。我就负责减数第一次 

分裂的前期和中期。”我连忙称赞：“怪不得你们合作 

得这么愉快，原来你们先分好工，使小组里的每个人都 

有任务，而且在分配角色时，每个人都懂得尊重他人， 

其他小组也都看到了吗?好，开始吧!祝你们合作愉 

快!”其他小组很快分好工后，着手做了起来。最后每 

个小组都能出色地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当然，教师 

在学生参与合作时，要深入各小组察言观色，揣摩学生 

的心理，体察学生学习的困难，巧用情境动态资源，把 

合作学习的技巧、组织讨论的要领不露痕迹地传递给 

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