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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中生物老师李保国——

挖掘生物学科智慧的美

姓名：李保国 学校：市二中
所教年级：高三 所教科目：生物
从教时间：1997年7月

听到经典的句子，学生会毫不
吝啬地连续鼓掌；听到幽默的段落，
他们会开怀大笑；听到感觉不对劲
儿的内容，他们会大胆质疑。

一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冬
天到了，老家树上的叶子纷纷落了
下来……”一名学生在作文读完后
站起来质问：“树叶都是秋天落
的，你说是冬天落树叶？”负责批
改作文的学生说：“我当初也觉
得不太对劲儿，后来又想，可能他
们老家的树叶就是冬天落的吧！”
写作文的学生说：“我回老家的
时候，已经立冬了，确实有树叶
往下落。”于是，又有同学倡议，以
后留心观察一下，是否真的有树叶
在冬天落。

还有一名学生写自己用洗衣机
洗碗，结果碗全成了碎片儿，他难过
地哭了。有同学质疑作文内容的真
实性，该同学最后承认：的确是虚
构的。紧接着就有同学安慰他说：

“虽然事情是假的，但是，洗碗失败
后难过的情绪是真实的，属于真情
流露。”

在点评作文的过程中，一些写
作背后的故事，常常会感动同学，打
动老师。

初一（12）班老师李艳慧讲了他
们班的一个故事，一名女生写了一
篇作文《第一次独自旅行》，有同学
就问：“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旅行？”该
女生就说：“虽然我很想让爸爸妈妈
陪着，可是爸爸妈妈很忙，没时间陪
我去。看到爸爸因操劳而生出的白
发，我一点儿也不怨恨爸爸……”讲
着讲着，这名女生就哭了，整个教室
跟着安静下来。

再详尽的文字，也无法还原热
闹的现场。掌声、笑声、质疑声，学
生在“三声”中汲取知识，收获快乐
和感动。

在掌声、笑声、质疑声之外，老
师会适时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
并要求学生记录下来，学会运用。

比如：夸张手法，大词小用；语
言描写，先声夺人；描写带有行业特
点的人（公交车司机、清洁工人）时，
不可千人一面，要抓住其独有的特
征……

初一（6）班班主任李文珠这样
教学生：“每次作文课，你学一招，记
一招，一个学期能学6招，两个学期
就是12招，3年下来，你就能学36
招，中招考试写作文时，你用上一两
招，你的作文成绩就上去了。”

小结：生活即教育。李学平说，
有学生深入参与的作文课，不但让
学生学会了如何写作文、如何改作
文，而且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会质疑，
学会主动去观察生活、品味生活。
让教师在教课的同时，学会研究学
生、配合学生，这比让学生写一篇作
文，老师辛苦批改、写上评语效果好
得多。

每次上课学一招
中招考试露一手

(上接D01版)

掌声笑声质疑声
让学生爱上作文

除了课堂上的创新和智慧外，
日常的班级管理以及和学生的沟
通，李保国一样很用心。

李保国说，学生特别喜欢他的
“个性化评语”，这种评语几乎渗透
与学生接触的每个环节。在学生的
生物作业本上，李保国不光是打个
对号或错号，常常给出鼓励和建议，
如“你的成绩一直很稳定，不要给自
己太大的压力，只要正常发挥就可
以了”“这个知识点的题目，你已经
错了3遍了，不妨多看看书上的定
义”……李保国告诉记者，每一个问

题背后都有具体的原因，如果他能
多提醒一句，学生就可以尽快解决
问题。

李保国建议，年轻教师不妨读
读《英才是怎样造就的》《中国新教
育风暴》《你是最优秀的》等书，学习
智慧经验，让自己更用心一些。

□记者 崔宏远 文/图

别林斯基认为，只有在美的感
情下，才能有智慧。李保国挖掘出
了生物学科智慧的美，变“用力教
育”为“用心教育”，在教学中，他带
领学生跳起思维的舞蹈，做起智慧
的体操。

“如果将生物课和学生的成长联系
起来，自然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
情感。”李保国介绍，他所教的每一个章
节，都要努力找到和学生成长相关联的
地方，并细细打磨。

在讲生殖与发育时，李保国没有回
避或简化这些敏感问题，而是让学生了
解自己的身体结构和生理特点，帮助学
生顺利度过青春期。

瞧，这是他在课堂上用风趣的语言
悉心引导学生：“人们来到世间既幸运又
艰辛，为什么呢？……男性可产生223种
精子，女性可以产生223种卵细胞，加上受
精时精子历经‘万水千山’，最终能与卵细
胞结合的精子绝对是非常幸运的……下
面请同学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对夫妇
生育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的概率是多
大？应该是1÷（223×223），结果可是三千
亿分之一啊！够艰辛吧。”

此外，李保国还经常通过最新的生
物科技，增强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如
每年诺贝尔奖颁奖时，他都会将与生物
学有关的获奖成果张贴在教室里。

生物是一门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按
学科分类来说，它属于理科，需要较强的
逻辑思维能力，可大家又都说“生物的一
半是语文”，所以，要学好生物课，就需要

“两条腿”走路。
李保国介绍，他在实际教学中总结

了两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即“收集陷阱类
试题法”和“五步做题法”，让学生在提高
分析能力的同时，学会咬文嚼字，让学生

“文”起来。
就拿“五步做题法”来说吧，它针对

实验设计和生物理论题型，第一步，引导
学生认真读题，迅速准确地从情景中提
取有效信息，切忌走马观花，丢三落四；
第二步，找出已知信息与课本知识的联
系，这是解题的关键；第三步，经过自己
的独立思考把见解大胆地写出来；第四
步，在老师讲评时，无论自己的答案是什
么，一定把标准答案记在试题的旁边；第
五步，比较自己写的答案和标准答案的
差距，提升个人能力。

“学生学习生物，不仅仅因为要应对
考试，更因为浓厚的兴趣，这才是我一直
追求的教学智慧。”李保国笑着说。

将生物课和学生成长
联系起来

学好生物
需要“两条腿”走路

用心给出“个性化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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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档 案

李保国的普鲁斯特问卷回答

1.你喜欢在哪儿生活？
古都洛阳。
2.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

怎样的？
为人师表、成就学子、桃李

满天、师生勿忘。
3.你最欣赏的男性气质？
果敢、有担当、胸襟广阔、智

慧、有道德。
4.你最欣赏的女性气质？
善良、温柔、独立、智慧。
5.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娴熟操作琴弦，表达自己心声。

6.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缺
点？

表里不一、嫉贤妒能。
7.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和谐、健康。
8.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崇尚完美，追求卓越。
（注：普鲁斯特问卷由一系

列问题组成，问题包括被提问者
的生活、思想、价值观及人生经
验等，这份问卷因小说《追忆似
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的答案
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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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国（前左）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