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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中学 刘晓艳

掌握方法 学好初中生物并不难

（上接D01版）

布置作业也可使用弹性制

老师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也可使用
弹性制。比如，老城区坛角小学英语老师
赵岩，鼓励学生主动到她的办公室背单词、
句型或课文。学生如果背得比较熟练，晚
上就不用写书面作业了；没有去找赵老师
的学生被视为没有掌握课堂知识，晚上要
完成老师布置的书面作业。

赵老师采取这个方法的原因有三：
第一，已经会背的学生不再动笔写，可
以省出时间去写别的作业，减轻了学生
的负担；第二，英语是用来交流的，学生

用口说出来比写在纸上效果要好；第
三，有意识地锻炼学生的勇气，有的学
生虽然会背，但是不敢找老师，用这种
方法可以增强他们“面见”老师的勇气，
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像赵岩这样采
用弹性方法布置作业的老师还有很多。

张琨给家长推荐了一种方法，以便
家长也给孩子布置弹性作业。

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对老师布置
的作业不抵触，但是对家长布置的作
业抵触情绪较大。原因就是家长给
孩子布置的作业，没有分层次，缺乏
弹性。

比如，家长给孩子买很多卷子，某天

晚上，给孩子发了一张，“硬邦邦”地要求孩
子40分钟以内必须完成，这对孩子来说是
一种负担，同时还会让孩子产生这种心理：
写完这张，还有下一张，永远也写不完。

一张卷子包含的内容很多，每个孩
子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字词掌握得
差，有的是阅读能力弱，家长不妨让孩子
只完成其中的几道题，比如，基础不好的
学生，家长要求他在15分钟内完成基础
部分的题就可以了，这样既能让孩子的
成绩提高，又不会使孩子反感。

家长慎用“弹性”权利

虽然没有 明 确 建 立 弹 性 作 业

制 ，但 是 ，当 学 生 有 特 殊 原 因 不
能 按 时 完 成 作 业 时，家 长写来了
字 条 ，老 师 们 是 认 可 的 。 老 城 区
坛 角 小 学 教 导 主 任 韦 海 红 说 ，虽
然 家 长 有 这 样 的“ 弹 性 ”权 利 ，但
是，建议家长慎用，否则孩子一旦
产生依赖性，后期矫正起来比较麻
烦。

家长要学会观察孩子，真的是因为
作业多，需要熬夜，还是因为习惯不
好，写作业磨蹭等原因导致作业拖
延。前者，偶尔有事耽误，家长可以使
用“弹性”权利，后者，则要配合老师，
改掉孩子的拖拉毛病，提高写作业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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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学习生物，往往认
为在期末考试前背一背就可
以了，不需要在这门学科上浪
费时间、下功夫。其实这是个
误区，准确掌握初中生物学内
容，是高中学好这门课的关
键，学生应认真对待。那么，
初中学生如何学好生物这门
学科呢？

由薄到厚读教材

22

要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平时所
学的知识点，犹如一颗颗珍珠，许多珍珠捧在
手里，很容易掉落，如果把珍珠用线串起来，
就不容易掉落了。同样道理，复习生物的过
程，其实就是一个用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
这条线，把所学内容进行概括和总结的过程，
这也是把一本书从厚读到薄的过程。

生物学知识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和内
在联系，不是只背一背就可以学好的。例如：
在学习人体八大系统时，学生刚开始只是理解
每个系统的功能、作用，在复习时，老师要引导
学生总结出人体八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协调
作用：氧气由呼吸系统运达全身的组织细胞，
参与体内的物质代谢；而代谢废物的排出，则
需要呼吸系统和泌尿系统来完成，神经系统和
内分泌系统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如果没有对知识的归纳和总结，在考试时，遇
到需要综合分析的大题时，学生会感到无从下手；
不找出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也是学生认为记忆
的许多内容在答题时用不上的原因。

学好任何一门功课，虽无捷径可走，但是是
有方法可循的，方法科学、合理学习，一定会事
半功倍。另外，撇开应试之说，随着科学发展和
社会进步，生物学基础知识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物种多样性、转基因食品、DNA、干细
胞、骨髓移植……只有对这些有了理解，才能把
好生活质量关，维护好自己的健康。

由此可见，学好生物的必要性，尤其是学
好初中生物，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首先是要纠正“学生物就是背一背
老师画的知识点”的错误想法。

任何一门学科，作为一个科学体
系，要想学好，都需要认真探究、勤
奋学习。许多学生因为认为中招
不 考 生 物 ，所 以 上 课 时 不 认 真 听
讲。殊不知，到期末复习时，在不
明白所学内容的道理、对知识理解
不透彻的情况下，去死记硬背老师
所 画 的 那 些 知 识 点 ，只 会 事 倍 功

半。效率低不说，而且易忘记、不
能灵活运用知识来解题。因此，平
时课堂上一定要开动脑筋，认真听
讲，真正弄清楚老师所讲的概念，
抓住重点，攻克难点，不懂就问。

只要认真听讲，大部分学生在课堂
上就可以学会、理解所学内容，不需要
课下投入太多精力，也不会占用其他学
科的学习时间。

其次要学会看书。

老师上完每节课后，为了巩固、
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会有针对性地布置作业，但很
多 学 生 只 是 照 抄 答 案 ，不 善 于 思
考。学生应该认识到做作业是对
课 堂 学 习 效 果 的 检 测 ，遇 到 不 会
做 的 题 时 ，要 善 于 从 书 本 上 寻 找
答案，仔细琢磨字里行间蕴含的信
息，这也是一个把书由薄读到厚的
过程。

平时要有知识的积淀。老师平
常课堂上讲解新内容时，发现学生往
往对前面所学的基本概念几乎没有
印象，这是因为学生不喜欢去记忆，
因此影响了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也
加大了老师讲课的难度。因为没有
平时的积累和铺垫，就不可能有提
高。所以，学生平时不但要理解所学
知识，即使不喜欢背，也必须记住基
本概念，这就需要不断看书才能达到
记忆的目的，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通过记忆，
学生可以使自己对基本概念理解得
更深，积累得更多，才能更好地掌握

新知识。
要准确记忆。抽象、枯燥的学习内

容，使得学生记不牢且容易出错。只有
多动手、多联系实际，才能提高效率和
准确性。

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为了易于
学生掌握，老师要尽可能地带领学生做
好每一次实验，不要因实验简单、生活
中常见而不为之。例如，观察菜豆种子
结构这个实验，经常会有一些老师认为
这在生活中常见，学生看着图就可以认
识清楚，不需要动手。

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使得学生对
胚、胚芽、胚轴等概念很容易混淆；但做

了种子解剖实验的学生，对种子的
结构、功能了如指掌，很少出现记不
住，记错的现象。所以即便是再常
见的实验现象，也要认真对待。因
为学生在做实验时，会带着一种好
奇去观察和认识，感觉既熟悉又陌
生，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
门，里面藏有无数的奥秘，会给学生
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直观、动手
有利于学生准确记忆。

另外，学生可多参与一些课外活
动，例如办预防艾滋病手抄报，参观污
水处理厂、调查近视及肥胖发病率等，
通过一些活动，使记忆力更强。

基本概念要记牢

3 善于归纳和总结

给作业加点弹性，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