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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高云淡，金秋送爽，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均衡城乡教育的发展，推进有效教学，

促进涪城生物名师的培养。9 月 23 日上午，涪城区生物教研团队暨王君蓉名师工作室的成

员们在导师的带领下，齐聚吴家中学，开展送教下乡活动。这次活动，老师们受益匪浅。 

一、课堂展示环节：首先吴家中学的董舒老师献课一节《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董老师的课堂思路清晰，环节紧凑，重难点突出，设计合理。董老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自主探究机会，合作交流的氛围中，解除困惑，让学生积

极思考，在主动探索中获取成功并估验成功的喜悦。 

 

随后绵阳市实验中学的钟小翠献课一节《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该老师曾在 2018 年

省生物课堂展示中荣获一等奖。这堂课更体现了该老师对课堂的把控能力和较高的教学艺术，

现将该课堂展示的大环节和闪光点梳理如下： 

一、视频情景导入: 



利用同学们喜爱的各种动物的日常萌萌表情和各种可爱的动作，一下子抓住学生的

注意力，营造了一个充满激情，活力四射的课堂气氛。同时也让同学们感受到自然界

中由于有了各种动物，世界变得多么富有生机活力，潜移默化地让学生产生了保护动

物的欲望。接着视频展示已经灭绝的动物和即将灭绝动物的墓碑，矗立在灭绝动物墓

碑的最后是人类的墓碑！这一刻深深地震撼着同学们，如果不保护动物，最后人类也

将消失，从而引入课题：动物在生物圈中到底有哪些作用？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们？ 

教育感悟微语：教育的力量无处不在，用细如春雨的慢慢浸润，有时好过排山倒海

似的炮击！ 

二、课堂深度探究式学习分成三步： 

 探究学习 1:通过书上三个资料分析，逐渐归纳总结出动物在生态平衡中的作用。 

概念的建构首先体现在对实事材料的分析，通过对实事材料的分析，总结出生态系统、食物

链、食物网、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等小概念之间的联系，再由这些小概念归纳总结出生

态平衡的概念。该过程通过分析与归纳，由具体到一般，构建概念的过程就是科学思维和科

学方法的形成过程，从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探究学习 2：通过自学，分析植物、动物、微生物三者在生态系统中各自不同作用，帮

助学生在复习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无机物和有机物如何在生态系统中

(生物与环境)相互转化，实现物质循环的。该过程温故而知新，对旧知不是简单重复，而是

在归纳的过程中，逐渐提升旧知，既培养了学生的识图能力，又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特别是让同学的懂得了万事万物都是在一个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发

展的道理，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的观点。 

 探究学习 3：主要是看图片分析总结。精心选择的图片非常有趣味性！深深地吸引着学生。 

三、课堂最后用视频“我有一件衣服”升华情感，到达课堂的最高潮，师生情感达到共鸣。

通过两只美丽可爱的狐狸（一只沙漠狐，一只北极狐）深情而悲痛的自述，让所有同学体会

到人类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贪欲，残忍地杀害这些无辜的美丽生灵，这是人类对其他生命的

虐杀，最终也是对人类自己的虐杀！！同学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视频，在座的很多老师和

同学都流下了泪水，也真诚地表达了今后绝不残害小动物，有的女同学还说长大了不穿皮衣。 

钟小翠的这堂课有以下突出亮点： 

1、 体现了生物课应该有的特色，生物科学的核心素养体现得很充分。生物科学作为自

然科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堂课就是在不断让学生学会思考，在各种体验

中学习，探究中学习，从而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科学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特



别是基于对实事的分析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创新思维和敢于质疑的科学能力也得

到了锻炼和提升。 

2、 师生互动，以学定教，课堂是生成的课堂，是充满生命力的课堂，不是光有机械的

看书，枯燥的讲授，而是高度关注学生怎么学，学得咋样，注重了课堂和谐的生态

环境。 

3、 在激励中学习，不断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即使是一闪而过的亮点，钟老师也会快速

抓住，及时点评，肯定学生，让学生充满自信，这一点对于农村孩子尤为重要。 

4、 在激情中学习，老师有激情，课堂内容有激情，学生有激情，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

性自然特别高。 

 

 

 

 

 

 

 

 

 

 

 

 

 

 

 

 

 

 

 

 



二、评课环节：王君蓉老师带领大家开展评课，王老师认为要上好一堂生物课，要注

意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课堂上要注重学科思维的培养，如思维导图的运用；第二、要让学

生多动手，鼓励学生大胆尝试构建生物模型，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要加强实验教

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感知，这一点也是

我们目前生物课堂上比较欠缺的。王老师鼓

励大家畅所欲言，要实打实的评课，不要虚

话套话。 

评课环节不仅是对该堂的亮点和不足进

行点评，也反应了评课老师的理论水平和逻

辑思维能力，以及归纳总结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干巴巴的说几点优点，而要通过精彩

的点评提炼出这堂课的理论依据，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最需要改进的地方。不是套话，官话，

好听话。这样才能对于我们今后的课堂有较强

的指导价值，否则不仅不能起到好作用，有可

能会带坏评课风气，不能做到基本的实事求是。

所以这次评课要求大家畅所欲言，言简意赅，

尽量真实客观地评价课堂。这样才是对上课老

师的尊重，也才能让上课老师得到提升。这次参

与评课的老师都是工作室的老师，有私立优质的

大学校，有公立优质学校，也有农村学校。代表

不同学校点评课堂。他们是东辰国际学校王利老

师、绵阳十二中的钟岷春老师、绵阳二中教育集

团兼名师工作室的顾问黎明老师。他们从不同角

度对两堂课做了中肯专业的点评，他们一致肯定了两堂课老师的教学功底、课堂设计以及丰

富多彩的情景设计，为学生对新知的探究和整节课教学任务的完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同时也对两堂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没有完美的课堂，也没有完美的课堂模式，追求完美的老师总是在寻找适合自己和学生

的最佳教学方式，从而让课堂充满快乐的幸福感，充满收获感！这就是教育最吸引人的地方，

永远没有尽头，总是在追寻的路上，就像出去旅游的人们一样，绝美的风景总是在路上！ 

  教育感悟微语：用爱教育的学生懂得爱，用智慧教育的学生充满智慧。 



三、领导发言：吴家中学的郑小志校长

对生物名师工作室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也对今天的两堂课做出了精彩的点评。同时

他也提出了三点希望。他希望以后有更多的

教研活动能够走进吴家中学，提升学校品牌

质量；希望学校能够在涪城优质名校，优秀

名师的辐射引领下，带动农村中学的教学研究风气；希望农村中学孩子一样享受城市学校

的优质教育，真正缩小城乡差距。 

四、主题发言：实验中学的赵革老师参加了市上今年生物中考分析会，这次主题会

上，赵革老师做了精心准备，他根据市上今年生物中考各种数据，把各种准确的前沿信息和

中考精神带给大家，为涪城区生物教学明确了方向。相信涪城生物在区教研室周咏梅老师务

实有效的带领下，在各位涪城生物老师的拼搏努力下，涪城生物中考会上一个新台阶！ 

 

 

 

 

 

 

 

 

 

 

 

 

 

 

 

 

 



五、试卷评奖环节：为了鼓励老师们命制高水平的生物学业考试试卷，加强涪城区

各学校生物老师的交流与协作，几乎每一年教研室周咏梅都要求每个学校出一套或者两套高

规格，完全按照中考要求来命制试题。为了鼓励老师的积极性，并提升试卷质量，把所有试

卷进行公开评选出不同等级。这次活动中，周咏

梅老师、王君蓉老师、江红老师、黎明老师一起

为 2019 级初中生物学业考试模拟试题命制比赛

进行了颁奖。其中特等奖获得者是东辰王力、实

验中学王君蓉、西苑罗雪；一等奖是实验中学李

敬、四中马敏、东辰林兴乐；二等奖是二中龙健

梅、实验中学谭蕾、九中蒋仕蓉。对以上老师表示祝贺，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试卷，好的

试卷是老师精心打磨的，试卷的难度、梯度、广度都会精心设计；试卷具有前瞻性、预测性、

艺术性、技术性。既考核学生能力，也是对老师课堂教学能力的直接体现。 

六、教研员作指导发言： 

最后，涪城区生物教研员周咏梅老师做了

总结性发言。她首先对今天的两堂课做了精彩

的点评，同时提出一堂好的生物要充分调动学

生，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快乐高效的课

堂中轻松完成学习任务。让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生活，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人才。同时她指出工作室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助力教师成长，

要充分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通过给担子、给压力、给机会等方式促进教师的成长。 

送教送培送到点子上，提高老师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水平，不停留在传统的一言堂，通过

多媒体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对生物学的学习兴趣，打造生动的课堂，相信农村的学生是可以

塑造的，老师只要花心思备好课，学生就会喜欢上生物课。今天这两节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学生遇到好老师好比遇到生命中的贵人，我们老师努力成为学生的贵人，名师工作

室的使命就是促进贵人的成长和培养。在王君蓉老师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生物教学的新愿

景、新模式，每位教师都在这次活动中成长、进步、提升。 

撰稿：绵阳市第二中学教育集团                    张月老师 

审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王君蓉老师 

定稿：涪城区教研室                              周咏梅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