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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课题 

成  果  公  报 
  

 

课题名称：山区学校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开发的研究 

课题立项批准号：FJJKXB18-217 

学科分类：中学生物 

课题负责人：罗伟彬  生物高级教师  清流县第一中学 

主要成员：  

江小梅、谢远洪、温春燕、江根华、罗世珍、黄林旺、占美怜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是教育改革的需要，是提高广大师生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的需要，也是山区学校有效实施新课程的需要。 

（一）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指导依据 

生物实验要求操作要简洁明了，节约时间，强化环保意识、安全意识，提倡实验的

生活化、趣味化、绿色化、低成本化。《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课

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指出：应高度重视学校生物实验室的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实

验、实践环境，同时也应鼓励师生充分利用身边廉价的器具和材料，设计富有创造性的

实验和实践活动。《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在“加强生物学实验室的建

设”中指出：教师应创造条件，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地开设好生物学实验。根据课标建

议，山区学校生物教师可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生物实验教学资源，改善并创新生物实

验教学。 

（二）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原则 

1.安全性原则。安全是低成本实验开发的前提条件，不能对人体有危险(如割伤、

中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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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性原则。许多生物实验材料来自于大自然，但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生长季节。

为了充分用好这些时令生物，实验计划制订要科学，保证实验教学会务顺利完成。 

3.开放性原则。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开发要到大自然中去，在广袤的田野里，才能思

路开阔、思绪飞扬。 

4.体验性原则。应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自主实践、切身体验中筛选

出易于获取、成本低廉、效果理想的实验材料。 

5.节约性原则。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开发要遵循节约性原则，充分改进日常生活中的

廉价器具或废弃材料，实现“一物多用”“废物新用”，实验操作步骤力求简洁明了、

效果直观。 

（三）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内容 

1.校内外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利用山区学校乡土资源蕴藏着的丰富生

物教学资源，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发动学生走出教室，走向自然，走向社会进行调查研

究，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2.各类媒体中的生物实验教学资源。从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中挖掘适合学生学习

的实验素材、收集信息，组织学生认真观察，探讨交流，建立区域生物教学资源库。 

3.动态的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生物课外小组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引导学生观察探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学生的个性与创新精神，拓宽学

生的学习领域。 

4.利用低成本实验器材代替高成本的实验设备，提高学生参与实验的能力，有效激

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培养学生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5.开发替代性实验材料。为一些实验的进行寻找替代性实验材料，替代性材料为山

区学校本地常见的材料，替换后的实验材料不降低实验效果，甚至使实验效果更加明显。 

（四）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方法 

在课题专家指导下，以课题组成员所在学校为主阵地，积极发挥课题组成员的个人

特长，利用山区独厚的环境资源、实用的基地资源来开发生物实验教学资源，降低实验

成本，让学生高度参与到实验中来，本课题需要采用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

等方法开展课题研究。研究方法总体上宜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具体的则以行为研究为主

——从研究目标出发，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

中，还要辅之以文献分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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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论与对策 

“山区学校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开发的研究”课题组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从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入手，紧紧围绕“低成本实验教学资源”，采用实验法、

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分析汇总各类数据，提出“用好现有资源”“寻找替

代资源”“争取社会资源”“整合课程资源”“拓宽课外资源”等五个途径来开发和利

用生物实验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科学素养。 

1.用好现有资源 

生物教师要主动地对学校实验室现有的器材进行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器材的潜在功

能，做到“物尽其用”。对那些因教材更替而淘汰的，或实验损坏报废的器材，可以进

行拆解、整合、改造，组装出“新”的实验器材，做到“废物新用”。通用类实验器材

实现物理、化学、生物和科技实验室之间“本校共用”，专用类实验器材尽量实现“跨

校借用”。另外，定期开放实验室，允许学生自带实验材料、自制实验用具等开展生物

实验操作与探究，提高学生实验动手能力。 

2.寻找替代资源 

课本中的实验方案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地区，教师要结合自身实践和当地实际，筛选

互联网上已有的改进方案，优化成适合本校实际的实验方案，使替代的实验资源易于获

取、成本低廉，实验效果理想。譬如，用鸡蛋中的卵壳膜替代玻璃纸进行渗透实验，用

紫鸭跖草叶表皮细胞做质壁分离和复原实验，用更易培养的大蒜替代洋葱做“观察根尖

细胞有丝分裂”实验，并巧妙地采用活体染色剂 0.02％亚甲基蓝溶液培养，从而省去课

本装片制作中的染色过程，这样不但简化了实验步骤，还使得实验效果更明显。 

3.争取社会资源 

大多数生物实验所用材料很少且要保持新鲜状态，购买起来往往不太方便。我们可

以改变思路，通过家校联系方式获取实验材料。如，在做“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

实验时，需要新鲜的菠菜叶，联系有做蔬菜批发生意的家长，委托学生带来一些新鲜菠

菜叶片供全班实验。在做“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实验时，很多学生自告奋勇地

从家中带来紫色洋葱„„这样，不但解决了实验材料的来源问题，又能使学生积极主动

参与到实验中去，同时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 

4.整合课程资源 

生物教师要加强与信息技术学科的整合，要熟练运用各种教学软件，以提高生物实

验教学的效率。一些难以用实物或模型来进行的实验，如果能借助计算机的多元功能来

模拟实验，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学习“血液循环”这节内容时，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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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肺动脉中流的是静脉血”“肺静脉中流的是动脉血”这两句话的理解是一团雾水，

对照挂图和模型来理解也还是模糊不清。这时，教师若用计算机软件制作 3D 动画，既

能呈现人体内体循环和肺循环的过程，又能清晰地演示动脉血、静脉血的变化过程。 

5.拓宽课外资源 

生物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引导学生，不是所有的生物实验都在实验室中完成，有些

实验是要在课堂外才能完成的。譬如，“调查人群中的遗传病”“调查当地农田生态系

统中的能量流动情况”“探究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等实验要利用课余时间、利用课

外资源来完成。我们要拓宽课外资源，指导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勤于动手动脑，积极参与

探究实验。如，要求学生小组合作，自行设计并制作生态缸，根据生态系统的原理，将

生态系统具有的基本成分进行合理组织，生态系统内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比例进行科

学配置，观察其稳定性并撰写实验报告。这样就能很好地实现课本知识的学以致用。 

三、成果与影响 

1．课题研究强化资料积累，构建了课题研究资源库 

课题研究材料（如教学案例、课件、活动记录、教学反思等）记录了课题研究开展

的全过程，它们既是成果，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课题研究强化了资料积累，初步构建

了课题研究资源库，既丰富学校的档案资料，也可给其它学校借鉴参考，实现资源共享，

起到推广辐射作用。 

2.课题研究提升了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课题研究融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于生物实验教学的各项活动中，指导研究性学习小组

和学生社团进行有关的实验设计和探究，采集与制作昆虫标本、自制教具与学具，指导

学生种植一些时令蔬菜、饲养一些小动物或水生生物，模拟生态农业等。在日常教学活

动中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提升学生生物核心素养。 

3.课题研究培养了一支科研型教师骨干 

课题实验教师有分工有合作，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结合低成本生物实验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每人至少撰写了一篇（侧重某一角度）具有一

定水平的课题论文。课题组成员通过课题研究，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水准，还吸引了

更多的生物教师参与到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开发中来，同时新课程资源观又促进

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助推教师的专业成长。课题组成员共 8人，有 1名市名师工作室

核心成员、1名市学科带头人、2名县骨干教师。两年来，课题组成员不断提升专业素

质，积极改进教学方式，提高实验教学水平，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教学方法，努力成长

为科研型教师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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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课题研究汇编了三册校本教材，达到预期效果 

课题组全体成员齐心协力，整理汇编出校本教材三册：《生物实验教学设计优秀案

例选编》《生物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中学生物学竞赛辅导教材》，达到课题研究的预

期效果。 

5.课题研究总结了开发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五条途径” 

课题组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实验材料和实验方法入手，紧紧围绕“低

成本实验教学资源”，采用实验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方法，分析汇总各类数

据，提出“用好现有资源”“寻找替代资源”“争取社会资源”“整合课程资源”“拓

宽课外资源”等五个途径来开发和利用生物实验教学资源，改善并创新生物实验教学，

提高生物实验的开出率，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创新能力

和科学素养，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四、改进与完善 

生物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生物学科教育时，在相关学段和课程学习过程中，逐步

形成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中学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包括

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分为理论探究和实验探究）、社会责任四个方面。实

验探究是初、高中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但是，多年来我国生物学实验主要以

验证性实验为主，很少涉及到探究性实验，实验室器材也基本是为验证性实验准备的。

面对新课程新要求，实验室的建设和实验资源的开发要为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活动提供支

撑。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课题成员科研水平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明确了“一核四层四翼”，这是对中学素质教育考查的依据。

我们要求课题成员加强有关理论学习，认真研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说明》，了解新高考下的考试依据，以高考评价体系为引领，确保立德树人在教育

教学中的落实力度和落实效果。认真学习《生物课程标准》《高中实验（生物）指南》《初

中实验（生物）指南》《中学生物实验大全》《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论大全》和《实验教

学与仪器》等生物实验教学工作方面的书籍和杂志，系统研究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心理

学，不断改进实验教学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实验素材，强化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和协作

探究，提高实验的有效性。 

2.引导自主探究，提升学生生物核心素养 

新课程强调对学生探究能力和探究式学习方式的培养，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把原有的

仪器设备废除，而是要我们带领学生充分发挥主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利用原有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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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仪器设备，利用身边廉价的器具和材料，设计富有创造性的实验和实践活动，开发它

的探究学习功能，发挥实验条件的最大效益。 

实验探究活动是学生普遍感兴趣的，在整个探究活动中，能使学生充分体验到发现

的乐趣，成功的喜悦。准备实验材料是探究活动的开始，我们要求学生对学校实验室现

有的器材进行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器材的潜在功能，做到“物尽其用”；或要求学生自

带实验材料、自制实验用具等开展生物实验操作与探究，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课堂上还

没有成熟的尝试。让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人。同时，学生在准备

材料过程中，积极参与，又可以使自己的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发挥。 

生活中处处涉及生物知识及生命现象，只要我们拥有善于发现的智慧和勤劳的双

手，就不会缺乏生物实验教学资源。低成本生物实验教学资源的开发，可以缓解学校经

费投入的压力，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爱护资源、节约资源的意识。山区学校通过开发简

单化低成本的实验，因地制宜地利用山区生物资源有效进行生物学实验教学，可以提高

生物学实验的开出率，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培养学生实验技能，提高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虽然课题结题在即，但课题研究没有终止，低成本生

物实验教学资源的开发永不停步，课题成员之间将继续相互借鉴，运用多种手段有效地

促进山区学校实验教学的开展，更好地体现实验教学的魅力。 

五、成果统计一览表 

（见下页表格）



 7 

课题组最终成果统计一览表 
 

序

号 
作者 成果形式 成果名称 

出版单位/ 

发表刊物 

刊物级别 

(CSSCI/核心) 

出版时间/ 

刊物期号 
转载 获奖情况 决策采纳 

1 罗伟彬 论文 
山区学校开发低成本生

物实验教学资源的探索 
文理导航 

 2020.8/ 

CN15-1355/G4 
   

2 江小梅 论文 
例谈山区高中生物实验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时代教育 
 2020.1/ 

CN51-1677/G4 
   

3 谢远洪 论文 
基于学生科学素养培养
的生物实验教学研究 

文理导航 
 2020.5/ 

CN15-1355/G4 
   

4 课题组 校本教材 
生物实验教学设计优秀

案例选编 
      

5 课题组 校本教材 
生物技术在生活中的应

用 
      

6 课题组 校本教材 
中学生物学竞赛辅导教

材 
      

          

1.“成果形式”请注明为论文、编著、专著或教材 

2.“获奖情况”请填写政府颁发的奖励，奖项名称应与课题名称对应 

3.“决策采纳”指被党政领导机关完整采纳吸收，并附有基本材料和相关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