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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高中生物教学中出现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创设“社会责任”型

互动课堂，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借助“师生角色互换”型翻转课堂，发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创设“科

学探究”型课堂，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创设“基于习题的科学思维型”课堂，拓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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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指学生在解决真实情境中的生物学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课程标

准中将其上升到公民基本素养的基本组成之一。由此可见在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在教学中衡量核心素养的落实情况呢？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实用

的指标。

语言表达能力是指在口头语言（说话、演讲、作报告）及书面语言（回答申论问题、写文章）的过程

中运用字、词、句、段的能力。然而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能熟练记住知识点，甚至能倒背如

流，但是在考试中，因为语言表达能力不足而丢分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是教学中急需解决的任务，为此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实践。

一、创设“社会责任”型互动课堂，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社会责任”型互动课堂要求学生基于生物学观点与原理的认识，参与个人与社会事务的讨论，作出理

性解释和判断。这就要求教师要学会“蹭流量”，关注社会热点背后的生物学事实，比如世界健康日、塞

罕坝的治理等，设计出合乎学生认知水平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参与讨

论。前苏联心理学家及教育家列·符·赞科夫认为，教学结构是影响学生一般发展的外在因素，它通过激

发和推动学生对学习的内部诱因的发生和发展，加速学生的发展进程。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注

意设置能引发学生学习热情与潜力的情境，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达成具有“社会责任”的核心素养目

标。

二、借助“师生角色互换”型翻转课堂，发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教师可以选择符合学生

认知水平的课程，大胆放手让学生来组织课堂教学，教师在此过程中起引导作用，把握好学生课堂教学的

方向和时间。

笔者将必修三第四章第二节《群落的演替》作为翻转课堂的内容，因为本节内容相对简单，符合高二

学生的认知水平。具体步骤如下：首先，确定主讲人（一般为两位同学），教师指导学生确定教学目标，

理顺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并设计好板书；其次，学生在自主教学时，设置自主提问环节，由此展开生生讨

论，相互质疑，达成新知；最后，教师评价，总结。在“师生角色互换”型翻转课堂中，学生由于环境的

改变，不要受制于教师的权威，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畅所欲言，不受限制地将自

己的观点暴露出来，从而在合作讨论甚至是失败中学习，也正是由于这种学习模式，才能让学生进一步发

展语言表达能力。

三、创设“科学探究”型课堂，提升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科学探究是指学生能针对有价值的问题、疑问、难题或想法进行研究、基于好奇与困惑理解生命世界

和构建知识的意愿和能力
［1］
。生物学是一门基于实验与观察的学科，因此实验课更助于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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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究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的实验教学中，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是教学难点。血细胞计数板，看

似简单，但不易掌握。笔者设计了探究任务：如何利用血细胞计数板在显微镜下对酵母菌进行计数？要求

学生讨论完成任务需要突破哪些难点，由此引发学生组内讨论，组间交流，得出初步探究方案：1、取样应

充分摇匀；2、先用盖玻片，再滴加样液；3、先低倍镜找计数室，再高倍镜计数；4、计数并换算成种群密

度。很明显学生的方案并不具体。在后续的实验操作过程中，学生又不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教师

鼓励学生合理质疑，认真求证。比如对于“滴加样液”的步骤，学生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滴在计数区

旁的凹槽，另一种是直接滴在盖玻片的边缘，在激烈争论后，学生通过实验最终统一观点。

科学探究重视学生本能的学习冲动， 探究的过程可为学生提供学习所需的直接反馈和亲身体验， 使

他们能形成新的、持久的对外部世界的理解
［2］

，因此在这个过程，语言表达能力在一种轻松自然的学习氛

围中水到渠成地提升。

四、创设“基于习题的科学思维型”课堂，拓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科学思维是理论和证据相互协调的过程。 在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过程中， 由于已掌握的知识的理论不

够完善，需通过新的证据检验和完善已有理论，获取新的知识。从高考试题的特点而言，往往涉及到新的

题干背景，新的信息材料，这往往让学生易丢分，究其原因主要是科学思维的不足。

出示题目：

1986 年，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从英国重新引入在我国已经灭绝的麋鹿 39 只（其中雄性 13 只、雌

性 26只）．麋鹿在接下来几年中的数量变化如表所示，

据表格：保护区进行麋鹿野生放归，有助于提高麋鹿的遗传多样性，你觉得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请说

明原因。

笔者要求学生限时完成，同时提示学生注意语言表达的严谨性、科学性，再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选

择有代表性答案进行展示，引发学生思考，例如学生答案：“保护区进行麋鹿野生放归后，由于环境的变

化，从而造成地理隔离，接着又形成生殖隔离，因此提高了麋鹿的遗传多样性”，据此我引导学生深入分

析生殖隔离的概念，讨论该概念能否用于本题的原因分析，从而让学生意识到解题时应分析清楚题意，找

准相应的知识点，同时建立严谨的逻辑关系。

其实学生对生物学知识和原理的掌握程度最直接地体现在解题的过程中，最终反映到语言表达能力上。

有鉴于此，教师在课堂上应敏锐地抓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深入挖掘到学生的学习薄弱点，针对性

训练，从而从根本上拓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3]
。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下如何创设高效的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和不

断实践的过程。本文在此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实践，比如关注社会热点、翻转课堂、充分利用实验课

堂等，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修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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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出生率/% 17.9 27.3 29.6 22.7 24.9 30.2

存活数/只 44 54 66 78 96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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