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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图示教学 提高生物学概念教学的有效性①

黄　睿
（湘潭市第一中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概念是思维和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形成学科结构的基础，也是思维过程的核心。概念教学是高中生物教学
重要的教学任务和核心内容，提高生物学概念教学的有效性是值得每一个生物教师研究的课题。以建构理论为指导，根

据教学实践的体会，总结出运用图示教学提高生物学概念教学有效性的若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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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果斯基认为：“科学概念的直接教授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是没有效果的，一位试图如此做的教师，除了空洞

的言辞和儿童似的背诵外一无所成。虽然模仿了相应概

念的知识，但实际上是一片空白。”

生物学概念是生物学思维和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形

成生物学科结构的基础，也是思维过程的核心，概念教学

是高中生物教学重要的教学任务和核心内容。因此，运

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生物学概念教学的有效性，帮助学生

建立各种生物学概念是值得每一个生物教师关注的。

那么，如何提高生物学概念教学的有效性呢？认知

心理学认为，学习是构建内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

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之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和

经验为基础，通过一外界的相互作用来构建新的

理解［１］２３０。

图示教学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能极大地

提高概念教学的有效性。

所谓图示是指围绕某一个主题组织起来的知识表征

和贮存方式［２］。生物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其知识均来

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实验，观察和实验结果的最直接、

最直观的记录表现为图形、图表、图解、坐标、表达式、流

程图等形式，这些形式均可称为图式。生物的形态、结

构、代谢、生长、发育、繁殖、遗传、变异、进化、适应等知识

和规律均能用图式表示，将图示运用于教学中，这种教学

形式我们称之为图示教学。

本文以建构理论为指导，根据教学实践的体会，总结

出运用图示教学提高概念教学有效性的若干方法，供广

大同行参考。

１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图示，通过析图，准确提示
概念本质

“概念的学习具有分析的特征。”［３］１３２要素分析是概

念教学的重要方法。生物教科书中存在着大量的图表，

它们提高了生物教学的直观性，丰富了知识内涵，起到了

文字难以描述的表达功能，有助于生物概念的学习和理

解。但很多学生面对生物图不知该怎么看，对生物图所

表现的概念意义也无从构建。这时，就需要教师引导学

生析图，让学生对图中信息进行积极的思维加工，对图意

进行整理、综合，提炼出该图的具体特征和所示规律，达

到准确理解图的内涵，从而掌握正确概念的目的。如：学

习碳循环时，教师通过分析教材中的碳循环模式图，帮助

学生找到要点———碳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循

环，再进一步指导学生明确碳在无机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和在生物群落中的存在形式，以及无机环境中的碳怎样

进入生物群落，生物群落中的碳又怎样返回无机环境等

要素，使学生明确碳循环的特征，准确把握概念。在析图

教学中，对于一些体现过程的图解最好采用动态呈现的

方式，如，学习有丝分裂、减数分裂等内容时，可采用动画

展示、分期定格的方式，使学生对各期染色体形态、数目、

行为等特点充分认识和理解，对生理过程建立一个完整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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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充分运用多种图示呈现方式，促进概念的准确
建构

奥苏贝尔认为，促进学习和防止干扰的最有效策略，

是利用适当相关的和包摄性较广的最清晰和最稳定的引

导性材料，这种引导性材料就是所谓的组织者［４］２５１。前

苏联学者沙塔洛夫在提出纲要信号图示法时指出，简练

的、不寻常的纲要信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

们积极地学习和探索，注意周围各种事件或问题之间的

联系［５］３２４。这就说明，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图示呈现方式

作为“先行组织者”，促进学生对概念的意义建构。

２．１　通过简化图突出概念特征，控制无关特征

大量的实验研究证明：概念的关键特征越明显，学习

越容易，无关特征越多、越明显，学习就越困难。因此，运

用简化图可以突出概念的定义特征，控制无关特征。如，

细胞分裂与细胞分化，如果单用语言说明，学生较难理

解；可用图１进行比较，使分裂与分化的概念直观化，从

而易于区分。

图１　细胞分裂与细胞分化示意图

再如，对于“应激性”与“反射”两个概念的辨析，可用

维恩图（如图２）表示。

图２　应激性与反射的关系

图２既体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交集部分Ⅰ），又体

现了两者的区别（补集 ＩＩ、ＩＩＩ），交集Ⅰ的含义是：应激性

中的一部分动物体通过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ＩＩ

的含义是：动物体通过神经系统对内部刺激做出反应；ＩＩＩ

的含义是：除了具备神经系统的动物以外，其它生物体对

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相对于文字而言，该图更易于被学

生理解，把握本质特征。

２．２　通过变式图帮助学生掌握关键特征，形成精确、稳

定的概念

变式是指概念的正例在无关特征方面的变化。提供

变式图可帮助学生掌握概念的关键特征。如：学习“单倍

体”时，因为二倍体生物产生的单倍体只有一个染色体

组，学生往往由于思维定势，认为单倍体上只有一个染色

体组。这时，如果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四倍体生物产生单

倍体的变式图，就能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抓住单倍体的

关键特征：含本物种配子染色体数目的个体。

２．３　通过比较表帮助学生辨析异同，加深理解

比较能从学习方法上促进对概念的理解，确定无关

特征和共同关键特征。如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比较，

可用表１辨析两者的异同。

表１　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比较

有丝分裂 减数分裂

不同点

１．产生体细胞 产生有性生殖细胞

２．细胞分裂一次 细胞连续分裂二次

３．无联会，不形成四分体 有联会，形成四分体

４．无同源染色体分离
有同源染色体分离，非同

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５．形成２个子细胞 形成４个子细胞

６．子细胞染色体数与亲代

细胞相同

子细胞比原始细胞染色体

数减少一半

相同点 染色体只复制一次，分裂过程中出现纺缍体。

２．４　运用正、反例图示，排除无关特征干扰，加深对概念

本质的理解

正例和反例在划分类别的界限中都是不可少的，反

例的适当运用，可排除概念学习中无关特征的干扰。如，

学习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时，教师通过比较几

种氨基酸的分子结构简图，引导学生得出氨基酸的分子

结构通式，明确了氨基酸的共同结构特点。这时，教师可

给出几种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图（其中包含组成蛋白质的

氨基酸和非氨基酸），让学生判断哪些是氨基酸。这种提

供正、反例的方法，加深了学生对氨基酸概念的理解和

掌握。

３　充分创设多种情境，促进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
运用概念是概念具体化的过程，而概念的每一次具

体化，都会使概念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概念的理解就更

完全、更深刻［６］１４４。教师通过创设各种概念运用的情境，

能促进概念的掌握。

３．１　通过学生绘图，促进概念的掌握

让学生动手绘图有利于对图示中信息的理解和记

忆，有利于抽象知识的具体化，从而有利于概念的掌握。

如，在学完减数分裂有关知识后，让学生动手画出有丝分

裂前、中、后三个时期和减Ｉ、减 ＩＩ前、中、后三个时期共９

张染色体行为简图，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同源染色体、姐

妹染色单体、非同源染色体、着丝点分裂、染色体数目变

化等关键特征，从而更好地掌握有丝分裂与减数分裂的

概念。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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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通过学生说图，促进概念的掌握

说图能真正体现学生对图示信息的理解，通过说图

训练，可使学生真正理解图像语言，做到“看图说话”“无

图思考”，在掌握概念的同时，发展了图文信息转换的能

力。如，学完光合作用之后，让学生根据光合作用过程图

解，说明光合作用场所、过程、概念及实质，不仅促进了概

念的掌握，还培养了学生对图像中有效信息的提取能力

和图文转换能力。

３．３　通过构建概念图，促进概念的系统化和网络化

建构理论认为，知识不完全是通过教师的传授获得

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

得的。诺瓦克博士根据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提出

了概念图表教学技术。他将概念图定义为：使用节点代

表概念，使用连线表示概念间关系的组织和表征工具［７］。

所以，概念图是一种知识的组织和表征工具，一方面，它

能解决大脑工作记忆加工不足的问题，提高思维加工的

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它能清晰地表征概念的相互关

系，促进知识的建构，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概念图组织教学过程，评价学生

的学习效果，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有意义建构，如：学习“现

代生物进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一节时，由于陈述性知识较

多，概念抽象，知识点分散，学生学起来感到枯燥；这时可

采用概念图来组织教学过程。教师在课前先提供突变和

基因重组、自然选择、基因频率、基因库、地理隔离、生殖

隔离、物种形成等七个核心概念，布置学生在课前绘制概

念图。上课时，教师让学生分组学习，先在组内展示各自

的概念图，讲解绘制意图，组内讨论、修正后，再派出代表

在全班展示，其他小组修正，师生共同讨论，最后形成“物

种形成过程概念图”（如图３）。

图３　物种形成过程概念图

以上教学过程，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构建了概念间的内在联系，使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

知识，实现了有意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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