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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 了 达 到 更 好 的 实 施 效 果，建 议 在 组 织 学

生 实 验 时：①教 师 配 制 一 组 pH 4～10 范 围 内 酸 碱

性不同的溶液，呈现不同的颜色进行展示，充分呈

现颜色变化， 或将试纸浸入上述溶液中润湿后晾

干 制 成 pH 试 纸 供 学 生 测 试 时 参 考 比 色。 配 制 方

法： 用 1 mol/L HCl 和 1 mol/L NaOH 稀释后配制

pH 梯度为 4～10 的溶液，取 2 mL pH 溶液，加入 2
滴混合酸碱指示剂后显色。 梯度显色液封口后可

以较长时间放置。②选择多种合适的生物材料，尽

量 减 少 颜 色 的 干 扰， 初 始 pH 在 混 合 酸 碱 指 示 剂

显色范围内。③配制生物材料溶液时，根据不同的

稀释度， 调整记录的滴数差或调整滴加所用的酸

或碱的浓度，以得到更加直观的缓冲范围。 例如，
对于用 5 倍水稀释的大白菜匀浆、 用 5 倍水稀释

的黄瓜去皮后匀浆等材料， 可以采取每滴加 1 滴

酸或碱后进行记录，也可以使用 0.05 mol/L NaOH
或 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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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教师成为研究者”“研究型教师”是课程改革

对于教师专业能力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教师专

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与学者、理论研究者的研究不

同，教 师 进 行 教 学 研 究 应“融 于 教 学 实 践，与 教 学

紧密相联并相互促进”［1］； 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教

学并不冲突，应提倡“以研促教、以教促研”［2］。但实

际上， 一些教师仍然认为 “教学与教学研究有冲

突”［3］。 中学生物学教师对“教学与教学研究”的认

识同样存在类似的困惑，原因可归结为：①教师普

遍缺乏教学研究的能力和经验， 对待教学研究不

能像教学那样轻车熟路； ②教师缺乏对教学与教

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清晰认识，对“基于学科教学的

研究”“基 于 自 身 教 学 实 践 反 思 的 研 究”还 未 能 理

解，不 能 较 好 地 将 二 者 融 为 一 体；③时 间、精 力 等

限制了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教师在尚未完成“本职

工 作 （教 学 ）”的 条 件 下 ，根 本 无 法 投 入 更 多 精 力

和时间在教学研究上。 其实，教师在进行“日常化

工作”———教学的同时， 也进行着 “日常化研究”
———教学研究，二者甚至是同步的。“日常化研究”
是指， 教师日常教学工作中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值

得研究的问题， 且这些问题都与教师的日常教学

工作常态紧密联系，例如教材内容的组织研究、教

学设计的研究、教学方法的优化研究、教学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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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研究、教学评价的研究等。 因此，教师在进行

教学的同时，可以说也在进行着教学研究的工作，
教学与教学研究是不冲突的。 在理清了教学与教

学 研 究 之 间 关 系，以 及 教 师“日 常 化 研 究”范 畴 的

基础上，本研究以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为例，为生

物 学 教 师 进 行 实 验 教 学 研 究 提 供 2 种“日 常 化 研

究”的途径：一种是侧重于生物学实验改进和完善

的“做 实 验”的 研 究；另 一 种 是 侧 重 于 生 物 学 实 验

教学设计与实施的“教实验”的研究。

1 “做实验”的研究途径

“做实验”的研究，即研究如何做生物学实验，
是 指 以 中 学 生 物 学 教 材 中 的 相 关 实 验 为 切 入 点 ，
以实验本身所涉及的“科学性问题”为研究对象和

内容， 对中学生物学实验中的实验原理、 实验材

料 、实 验 器 具 、实 验 方 法 、实 验 步 骤 、实 验 过 程 等

做进一步优化与改进，以使实验操作更加简单，实

验取材更加容易， 实验仪器的选用更加符合教学

实际，实验方法和步骤更加合理等。此类研究的具

体开展详见以下案例。

1.1 研 究 实 验 材 料 的 改 进 中 学 生 物 学 教 材 中

的实验，虽然给出了相应的实验材料建议，但由于

生物学实验材料的特殊性， 在实施过程中易受季

节、环境及获取难易程度的影响，往往会造成实验

材料获取不易或选取不当、 实验现象不明显等问

题出现。 此外，个别地区由于存在民族、宗教等因

素的限制， 也会对实验材料的获取造成一定的影

响。 例如“DNA 的 粗 提 取 与 鉴 定”实 验，教 材 中 建

议 的 实 验 材 料 为“鸡 血”，但 由 于 新 鲜 的 鸡 血 细 胞

不易获取，存放时间过长会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
故 有 研 究 分 别 对 鸡 血 、猪 血 、鲤 鱼 的 精 巢 ，菠 菜 、
花 椰 菜、菜 花、香 蕉、洋 葱 鳞 片 叶 等 实 验 材 料 进 行

综 合 性 的 比 较，最 终 认 为 香 蕉、菜 花、洋 葱 等 都 能

够较好地替代鸡血作为该实验的实验材料 ［4-7］。

1.2 研 究 实 验 器 具 的 改 进 进 行 高 中 生 物 学 实

验往往需要专门的实验器具， 例如显微镜、 培养

皿、移液器等。 但是一些学校受硬件条件的限制，
造成实验器具配置不齐，从而影响实验的开设。为

了保证生物学实验的顺利开设， 同时为了突出实

验的操作性、直观性，教师可对实验器具进行相 应

的 改 进 和 研 究 。 例 如 在 “观 察 DNA、RNA 在 细 胞

中 的 分 布 ”“观 察 线 粒 体 和 叶 绿 体 ”“观 察 植 物 细

胞 的 质 壁 分 离 和 复 原”“观 察 细 胞 的 减 数 分 裂”等

实验中，显微镜均是必不可少的实验仪器。但教师

在进行演示实验时不能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所看到

的细胞结构， 从而影响演示实验的教学效果。 为

此，有研究利用数码相机、手机照相功能等对其进

行了相应的改进 ［8-11］。 又如，采用自制实验器具的

方法完善生物学实验。 以人教版高中生物学选修

1 中“果 酒 的 制 作”实 验 为 例，采 用 输 液 器 和 饮 料

瓶取代教材中的发酵瓶，对“如何避免在释放二氧

化 碳 时 空 气 中 杂 菌 的 污 染”进 行 了 探 究 ［12］。 将 生

活 中 常 见 的 注 射 器 作 为 实 验 药 液 的 冲 洗 装 置 ，

“色 素 的 提 取 与 分 析 实 验”的 层 析 装 置，“探 究 pH
对 H2O2 酶活性影响”的实验装置 ［13］等。

1.3 研究实验方法、步骤的改进 “时间太紧（或

课时紧张）”是影响中学生物学实验未开设的普遍

原 因。 可 见，实 验 方 法 和 步 骤 的 适 切 性、简 便 性、
可操作性是直接影响高中生物学实验开设的重要

因素。就中学生物学教材中的实验来说，虽然教材

给出了实验方法、步骤建议，但是从生物学实验的

“探 究”属 性 来 看，一 个 实 验 未 必 只 有 一 种 实 验 方

案 ，而 “哪 种 实 验 方 案 最 优 ”“哪 种 实 验 方 案 最 适

合 教 师 自 身 的 教 学”势 必 成 为 实 验 教 学 研 究 领 域

的 关 注 点。 例 如 分 别 用 改 良 过 的 苯 酚 品 红 染 液 、

Schiff 试 剂、 醋 酸 洋 红 染 液、Giemsa 染 料、0.5%吕

氏 碱 性 美 蓝 染 液、0.5%番 红 染 液、 结 晶 紫 染 液 或

龙胆紫染液等 7 种染色剂对植物细胞进行染色，以

增强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观察效果 ［14］；利用三棱镜

制作观察 4 种色素吸收可见光谱的观察装置 ［15］；用

“水浴加热法”提取绿叶中的色素 ［16］等。

2 “教实验”的研究途径

“教实验”的研究，即研究实验如何教，是指以

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性为出发点， 以实验

教 学 的 设 计 、组 织 、实 施 等 “教 学 性 问 题 ”为 研 究

对象和内容， 目的在于对中学生物学实验的教学

理 念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方 法 、教 学 实 施 、教 学 过 程

等进行详细探索和研究， 以使生物学实验在教法

上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 此类研究的具体开展详

见以下案例。

2.1 研 究 实 验 教 学 设 计 教 学 设 计 是 课 程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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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力提倡的一种教师备课方式， 是在实施教学

之 前，依 据 学 习 论、教 学 论 等 相 关 原 理，用 系 统 论

观点和方法对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规划和安

排， 从而为学生的学习创设最优化环境的准备过

程。 教学设计的研究是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比较容

易的切入点。 教师以教学设计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为基础， 按照教学设计所包含的基本格式和步骤

（例如： 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

学重难点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反思）进行。 其中包含了教师对学生情况的把

握，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对教学理念（例如“倡导探

究性学习”）的理解和落实等。对教学设计的研究可

以“教学设计案例”的形式呈现。例如“‘血红蛋白的

提取与分离’教学设计”［17］“‘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

种群数量的变化’实验课的教学设计”［18］“‘色素的

提取和分离’一节的探究性教学”［19］等。

2.2 研究教学理论、教学模式在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 中学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课程， 其教学的开

展和实施离不开教学理论的指导。 在实践研究领

域中，基于一门学科课程详细探讨某种教学理论、
教学模式的研究也较多。 此外，随着国际、国内课

程改革的不断深化， 诸多的教育教学理论被广大

研究者和教师所熟悉， 随之也产生了多种教学模

式，例如“5E”“PBL”“合作—探究式”“问题启发式”
等。教师可将诸如以上模式、方法等在中学生物学

实验教学中进行应用研究。 例如“5E 教 学 模 式 在

‘植物细胞的吸水与失 水’实 验 教 学 中 的 应 用”［20］

“PBL 教 学 模 式 在 生 物 实 验 教 学 中 的 应 用”［21］“高

中 生 物 实 验 课 有 效 教 学 模 式———‘指 导—自 主 探

究 式’教 学 模 式”［22］“生 物 实 验 合 作 教 学 模 式 的 构

建与实践”［23］等。

3 结语

其实， 教师的教学研究就在教师的日常教学

工 作 中，来 源 于 教 学 实 践，为 教 学 实 践 服 务，二 者

紧密联系又相互促进。 以上 2 种有关实验教学研

究的途径， 是中学生物学教师在进行日常实验教

学工作中可以兼顾、便于入手、切实可行的研究途

径。因此，教师要善于及时发现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并进行反思，具备进行教学研究的意识，只有这样

才能将教学与教学研究较好地融合在一起， 才能

在面对“教学研究”时从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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