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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与高中的生物教学存在一些差异，因此进行

衔接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微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受到了

广泛的关注。基于此，以《分子与细胞》为例，分析衔接教学的

难点，阐述微课在《分子与细胞》衔接教学中的使用策略，必可

促进此部分教学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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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子与细胞》衔接教学的难点分析

实际调查发现，有 63%的学生认为生物教学在初中教学

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生物中考成绩在 16 分以上的学生有

82%；进入高中后，学生的生物成绩在 70 分以上的有 19%；能

够清晰地理解教学内容的学生有 19.5%； 认为高中生物知识

点比较抽象的学生有 45%，同时，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绝大

多数学生对于微课的认可程度以及接受程度较高。
由于初中阶段，生物课程普遍不受重视，所以学生对于生

物知识没有充足的探索精神。 以《分子与细胞》的相关知识点

教学来说，在初中阶段，学生对于细胞的认识停留在“细胞膜、
细胞质、细胞核”以及植物细胞特有的“细胞壁”等知识点上，
但是进入高中之后，对于细胞的认识更加的深入。学生在初中

阶段就没有产生类似于“细胞中的成分还能如何细化”等一些

探究问题，所以对于高中《分子与细胞》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另

外，由于初中生物学习中存在初三阶段一整年的断层期，也为

初高中衔接教学带来了难度。
二、微课在《分子与细胞》衔接教学中的使用策略

（一）知识点的课前复习

由于初中生物教学存在初三阶段一年的教学断层， 所以

在进行《分子与细胞》的实际教学前，需要让学生对于初中所

学习知识点进行课前的回忆与复习。 微课就能够起到较好的

教学效果， 能够做到在帮助学生进行初中知识点的回忆的基

础上，对高中生物知识点进行一定的延伸学习，帮助学生更加

适应高中的生物课堂学习 [1]。
教师首先要明确这一阶段微课教学的目的， 所以在制作

知识点复习的微课时， 要将学生需要进行的课前知识点预习

内容进行重点的展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笔者在利

用微课进行《分子与细胞》的知识点课前复习时，就将“介绍高

中生物学习中较为常见的六种单细胞生物”以及“这些单细胞

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作为了微课的教学目标，以此达到培

养学生生物学习兴趣的目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 笔者收集并展示了 “草履虫”“大肠杆

菌”“眼虫”“酵母菌”“衣藻”以及“变形虫”的图片，并对每一种

单细胞生物的结构进行了讲解，同时，将“绘制这六种单细胞

生物的图片”作为课后作业。 将以上内容录制成了微课，并发

送给学生，为后续的课程进行作出铺垫。

（二）《分子与细胞》的新课导入

微课也可以在课堂中进行使用，用于新课程的导入。在这

一阶段的设计中，因为其目的在于课程的导入，所以并不需要

涉及过多的高中生物知识点。例如，笔者在进行《分子与细胞》
酵母菌的相关知识点讲解时， 就利用了微课的制作进行了课

程的引出。 笔者将教学目标设置为 “了解生活中酵母菌的作

用”以及“认识酵母菌的形态”。 在微课的制作中，首先展示了

馒头、面包、蛋糕、红酒等的实物图片，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接着， 利用微视频对面包的制作过程以及酿酒的过程进行了

展示。 然后，利用之前的展示向学生传达“这些食品的生产都

离不开酵母菌”，并展示酵母菌的结构。 最后，设置“为什么酵

母菌能够产生酒精和 CO2 这两种产物？ ”的思考问题，引发学

生对酵母菌的呼吸方式的思考。
在利用微课进行新课导入时，教师不需要设置作业，且涉

及的知识点要较为浅显 [2]。 为了达到更好的课程导入效果，教

师可以在微课结束后设置思考题， 引发学生对于课堂所学内

容的思考。
（三）相关知识点的练习与巩固

在高中生物教学阶段，有一些知识点十分重要，但是学生

的掌握情况并不是十分理想， 常常会在实际的操作以及答题

中出现问题。 这就使对学生进行知识点漏洞的寻找和巩固练

习更加重要[3]。 而微课的使用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教师可以通

过在微课中讲解一些较为典型的习题， 帮助学生对知识点进

行巩固练习。例如，笔者在进行《分析与细胞》中显微镜的使用

的讲解与学习时，就使用了微课的方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

解显微镜的使用，并熟练地掌握有关显微镜知识的答题技巧，
笔者在微课中首先展示了红细胞、神经细胞、病毒等图片，以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其次，引导学生回顾显微镜的结构、用法

以及放大倍数等相关知识点。 接着，结合了经典例题的讲解，
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答题技巧。 最后，通过布置练习任务，让学

生对显微镜的知识点以及有关答题技巧进行巩固。
综上所述，微课对于《分子与细胞》的衔接教学有着重要

的作用。 目前，《分子与细胞》的衔接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通过微课的使用，完成知识点的课前复习、《分子与细胞》新课

程的导入、相关知识点的巩固与练习、知识点的拓展讲解，使

得《分子与细胞》的衔接教学更加有效，展开得更加顺利，为高

中生物衔接教学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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