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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有效教学疑难问题操作性解读丛书（高中版）”是为高中教师有效实施新课程、创造优质高
效课堂教学而编写的。
本丛书集中提炼了高中新课改实验区骨干教师实施新课程有效教学的典型个案，并在课堂教学操作性
层面上对教师提出的教学疑难问题给予解读。
本丛书可作为高中教师专业化培训用书。
　　本丛书的最大特点是依据高中新课改有效教学的显著特征，有效解读教学疑难问题，引导教师开
展优质高效课堂教学。
高中教学具有目标性、共通性、信息性、经验性和竞争性五大基本特征，本丛书凸显了这些显著特征
。
　　本丛书的显著特色是以解决新课程有效教学中的疑难问题为依托，贯穿新课程有效教学理念，以
加强课堂教学中的师德建设和教学素养提高为目标，在教学艺术和教学研究的高度上提供了典型的教
学个案和可借鉴的教学经验；突出的特点是有极强的课堂有效教学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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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课堂教学疑难问题　　1 如何把生物课的导入备好？
　　疑难问题　　教学过程的设计是备课的重头戏，导入是其第一个环节，“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
半”。
一个恰当而引人入胜的课堂导入犹如优美乐曲中的前奏、精彩戏曲中的序幕，能够起到创设教学情境
、揭示教学内容的作用，从而为上好一节课奠定良好的基础；一个死板、落入俗套的课堂导入则好比
一道难吃的“饭前开胃菜”，不但不能增加食欲，反而败了胃口，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激情大减
。
　　由此可见，导入不仅仅是宣告一节课的内容，更是调整学生学习情绪、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起点
，一节课导入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整节课的教学效果。
如何准备一个精彩而贴切的导入是每个教师在备教学过程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解决策略　　课堂导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应采
用不同的方法。
一般来说，课堂导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以旧拓新，“启发式”导入　　新知识传授开始时，通过复习再现学生原有知识内容中与新
知识相联系的有关内容，教师很容易提出新问题，使学生不知不觉地进入学习新课的角色。
这样，有利于形成新的知识结构，为学生学习新的知识提供极为方便的学习条件。
　　例如，在“卵细胞的形成过程”一节的导入中，教师可这样设计：“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精子的形
成过程，一个精原细胞经过减数分裂形成多少个精子？
该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学生回答）我们知道男性体内有很多的精子，而女性则一般是一个月才能产生并排出一个卵细胞。
另处，精子小，卵细胞大。
那么精子和卵细胞的这种数量和形态上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呢？
精子和卵细胞的形成过程有哪些异同？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
”借前两问复习了精子的形成过程及减数分裂中染色体的行为变化，借后两问激发学生探索卵细胞形
成与精子形成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二、以名人逸事或科学家生平导入　　教师可通过介绍相关科学家的新闻、逸事、生平等具体事
例，从这些事例中找到“切入点”，引起学生的思考，教师再步步深入，展开新课。
这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
另外，生动形象的事例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也有利于记忆的保持。
　　例如，在学习“DNA的结构”时，教师可以向学生讲述活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的探究过程，让学生明白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坦途，但成功更眷顾每一位热爱探索求知的人。
通过这种情感教育，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增强新授课的实效性。
　　三、设问导入　　教师可根据授课的内容，把一些直接讲述给学生内容通过提问的方式呈现给学
生，设置悬念，激发求知欲望，引出新课。
这样可以使学生觉着疑团所在，从而提高注意力，开启积极思维的状态，为学习新知识做好准备。
　　例如，在“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一节，教师在讲授新课时可以这样提问：假如没有了阳
光，地球上的动植物还能生存吗？
为什么？
（根据生活常识学生很容易想到动植物都将无法生存，原因是它们都失去了最终的能量来源，必将死
亡。
）这样，通过提问学生很容易理解阳光对生物生存的重要性，而植物又是如何吸收、传递、转换光能
的呢？
这就依赖于光合作用了，从而顺理成章地导入新课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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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改实践经验的总结，教师有效教学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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