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处理体育教育与人类生存之关系

衡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颜捷

科教新报

C4/

理论

电话：0731-84326418�E-mail:kjxb0731-178@163.com

编辑：尹慧 版式：黄利

2010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三

生物学科的老师在阅卷、 提问中大概都这样的

体会： 许多学生在作题时因不能准确审题、 看清题

意，或不讲究用规范的生物学语言来回答，或因关键

性的字词写错别字、缺字，而频频失分，颇使人头痛。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平时的教学中从“咬文

嚼字”上下功夫，也许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为什么要咬文嚼字

1、“咬文嚼字”是正确理解、掌握知识的需要

在生物教学中谈“咬文嚼字”其含义之一是指在

平时的教与学中要求学生对教材要进行认真阅读，注

意关键性字词的正确书写以及挖掘知识的外延内涵。

如“与正常植株相比，单倍体植株长得弱小，而且高度

不育”这段话，其中的“高度不育”，我们要注意其潜台

词，即不是绝对不育，因为减数分裂时，其细胞中的染

色体全部移向同一极的可能性是有的，这样就会产生

可育的配子，故只是高度不育。 此解释也可用于解释

三倍体的无子西瓜中有时会有子的情况。

2、“咬文嚼字”是准确审题的需要

“咬文嚼字”第二层含义是在作题练习时培养学

生找出题干中解题的关键点， 在细枝末节中发现有

用的信息或诱错陷阱的能力。

例如， 在小麦根尖分生区细胞的培养液中加入

3H 标记的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和促进有丝分裂的

物质（培养液能满足离体细胞进行正常的生命活

动），培养一段时间后，测定细胞的放射部位，可检测

到放射性的结构是

A.线粒体、核糖体、细胞核 B.叶绿体、线粒体、

高尔基体

C.线粒体、细胞核 D.叶绿体、线粒体、细胞核

此题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小麦根尖分生区细胞”，小麦根尖分生

区细胞中没有叶绿体；第二个关键词是“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它只

参与 DNA 的组成，而细胞中有 DNA 存在的结构只有细胞核、线粒

体、叶绿体，故答案选 C。 学生解答此题时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忽视

第一个关键词，从而选择答案 D。

3、“咬文嚼字”是正确答题的需要

关键性的字词不能写错、缺字；注意答案前后内容要对应，叙述

要完整，否则意思就变味了。 例如，某小组同学通过对水中细菌的培

养观察实验，调查池塘的污染情况，在制备培养基时，培养基中含有

的蛋白胨、淀粉分别为细菌培养提供了。 培养 20小时后，观察到培养

基上越多，说明池塘水样中细菌的种类越多。 正确答案是：氮源、碳

源；不同形态的菌落。 但前者有学生会答成：碳源、氮源；后者有学生

会只答：菌落，这样的答案好象也行，但仔细分析明显有错。 前者没有

注意蛋白胨主要作用是什么，没有注意知识的前后对应；后者叙述不

完整，有漏洞可钻，如相同形态的菌落越多，是否也意味着池塘水样

中细菌的种类越多呢？

二、如何培养学生咬文嚼字的习惯

1、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教师自己要认真钻研教材，发现每个知识点的所有内涵，以

及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然后，在教学中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对

教材中的知识点进行分析、讲解、联系、归纳，使学生准确掌握知识并逐

渐培养其从字句中找关键字、词、句，找有用信息的能力；积累历届学生

容易写错的字词，在平时的教学中加以强调、提醒，先打预防针。

例如，基因的概念：是决定生物性状的基本单位，是有遗传效应

的 DNA片段。 对此，我们可引导学生作如下分析：从这句话中的“片

段”二字，可分析出每个 DNA 分子上有许多个基因，而每个 DNA 分

子是由许许多多脱氧核苷酸组成， 因此每个基因中含有成百上千个

脱氧核苷酸， 若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发生了改变（即遗传信息发

生），即基因发生了改变，则其决定的生物性状有可能发生改变（为什

么是有可能、而不是一定会发生改变呢？ 这又为后面知识的引入埋下

了伏笔）。 在复习时可结合前后的知识总结出如下联系点：

（1）基因并不只存在于 DNA 上，RNA 上也有（因为有些病毒只

含有 RNA）。

（2）基因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因为染色体是基因的主要载体），

也存在于细胞质中（因为线粒体、叶绿体中也含有少量的 DNA），核

基因是成对存在，质基因则成单存在。

（3）基因中碱基序列发生改变，其控制合成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不

一定改变（因为密码子中的第三个碱基对决定氨基酸往往无关紧要）。

当然，即便如此训练，部分学生从字句中发现问题、找出关键字、

词、句的能力还是不强，那么，可采取下一个措施。

2、分析试题时突出强调关键字眼，让学生找出自己出错的原因，由此

掌握相关的知识。教师讲评试题时不能仅说说答案而已，选择题的每一个

错误选项都应给予详细分析（最好是师生共同参与），非选择题部分则应

针对学生答题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说明。 此时，因涉及到学生自己出

错的原因，一般的学生都会认真听讲，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

例如：下图表示温室栽种的向日葵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整体表

现出的吸收 O2 和释放 O2 的状态。 在光照强度为 b 点时，使作物增

产的措施不包括

A．增加必需矿质元素的供应 B．白天适当降低温度

C．白天适当提高温度 D．保持昼夜温差

对此题学生一般会凭以往的知识积累而选择 B， 他们没有注意到题

干中的一段话“在光照强度为 b点时”（这段话是正确解题的关键），b点时

光合作用的限制因素是光照强度，故适当提高温度，对光合作用强度提高

影响不大，倒是对呼吸作用增强很有帮助，所以答案应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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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到老师们议论：这个问题呀，

我在课堂内讲了 N 次了， 学生还是出

错；这种解题方法，我是反复强调了的，

学生就是掌握不了。 这些责备学生的议

论，在老师们中间是经常有的，而且，学

生一旦出现错误，板子全打在学生身上。

做学生的，也真是有苦难言。老师们的议

论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更多的时候，

老师如果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 学生为

什么会出错？ 为什么掌握不了？ 也就是

说， 在数学教学中， 假如自己是一个学

生，会怎样思考数学问题，也许会得到问

题的答案。 老师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思考，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

一、想学生之所想

数学老师为什么见到数学题就会

解？ 原因我想不外乎这么几个：一是积

累了很多数学知识与解题方法，只要一

见到数学题，大脑就会自动开启记忆的

大门， 再适当地组合已有的数学知识，

回忆解题方法，就能轻松解答了；二是

掌握了思考数学问题的常用思维规律，

例如，看到数学问题后，就会想：这个问

题我曾经见过么？可以转化成一个熟悉

的问题吗？ 从已知条件出发，可以发现

哪些结论？ 这些思考都会浮现出来，经

过思维的加工， 就能顺利将问题解答。

而学生就不同， 由于积累的知识有限，

思维的经验有限，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也就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教学中，教师

不能仅凭自己的思维去教学，而要站在

学生的角度思考学生是怎样想的，从而

设计出符合学生思维的教学设计。

想学生之所想，需要从知识的难点

上为学生着想。 也就是说，我如果是学

生， 学习这个知识会感到哪里有困难？

如果出现了困难，应该从哪里想办法突

破？ 如果教师这样处处为学生着想了，

学生就能顺着老师的思路从难点处钻

出来，从而顺利地进行下一步学习。

想学生之所想， 需要从变式上为学

生着想。 数学难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

在于数学问题的多变性。学生面对陌生的

问题，往往束手无策，是因为没有看到该

问题与已有知识经验之间的联系，不会从

中建立起联系的桥梁。 因此，教师要注意

变式训练，以便学生全面掌握所学知识。

二、做学生之所做

现在的课堂出现了一些偏颇现象，

如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知识，学生看

看书就能解决的问题，可教师偏要学生

讨论。 结果学生只好无奈地乱说一通，

既浪费了时间，又使学生没有收获。 例

如，学习倒数的概念，教师提出什么是

倒数，要学生讨论。 倒数的概念是没有

什么好讨论的， 这是数学上的规定，凡

是两个数的积等于 1，那么这两个数就

互为倒数。如果学生练习了求一个整数

（小数、分数）的倒数后，教师再让学生

交流求倒数的方法，那么学生讨论时就

有话可说，有规律可总结了。因此，课堂

内安排学生做的项目，一定要是学生可

以做，有内容可做的，否则，学生就会是

无事可做，或者做不出来。

做学生之所做，需要教师设计有价

值的做的项目。 如在教学统计图表前，

可安排学生收集真实的数据。这是值得

一做的项目，因为统计的一个重要特性

是数据的真实性， 没有真实的数据，统

计就没有价值。

三、急学生之所急

数学难学，数学学困生多；学生数学

成绩差，心里着急。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面

对这些情况，数学教师应该怎么办？

教师应该知道学生心里急的是什

么。 一些数学教师看到学生做错了题，

或者学生回答问题时答错了，动不动就

是脸色阴沉， 更严重的还要训斥学生。

这时，学生是多么难堪，多么悲伤呀。其

实学生知道自己错了， 心里也在干着

急。 教师此时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想

想他们心里急的是什么。

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师谈了这以一

件事： 她与一个数学学困生交谈时，那

学生说，老师呀，你不知道，我做错题

了，心里好着急的，但又不知道到底该

怎么做。就这样，越着急，越不知道该如

何办了。有时，我心里在想，我怎么这么

笨，大家都知道的，我却不知道。不是我

学习不努力， 也不是我听课不专心，我

就是不知道数学该从什么地方学起。做

题时，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想起，结果

做出来了，却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从学生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学生

对自己不会学数学或数学成绩差感到

难过，需要教师为他们指点迷津。 这就

需要教师研究数学学困生学习数学的

心理规律，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制订

有效的辅导方案。

辅导数学学困生弥补知识缺陷，是

急学生之所急的重要措施。数学学困生

的数学知识欠缺是比较明显的，教师要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将他们欠缺的、

必要的基础知识慢慢地补上来，使他们

感到自己在进步。

如果教师掌握了心理换位的艺术，

处处从学生的角度设想，数学教学就会深

入学生的心灵，学生就不会害怕数学了。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现

代文明病，也诱发产生了。同时，工业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这

些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良结果，已

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的

生活构成潜在危害。 为此，时代赋予体

育教育以新的历史使命，并提出许多新

的课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

体育教育价值观，从更加丰富的层面看

待体育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

之间关系，理应把“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的传统体育价值观同“学会生存的必要

知识和技能”这一新的教育价值观有机

地结合起来，建立一种符合时代要求和

现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全新体育教育价

值观。

体育教育应配合学校教育，致力于

解决人类更好地生存这一新课题，使体

育教育更好地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多重

需要和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服务。

一、体育教育与人类生存需要的关

系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

层次论，深刻地揭示出人类自身需要的

本质。人类五个层次的需要与人对体育

教育的需要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这

是体育教育本质功能的表现，无论是自

我价值实现，自我尊重的需要，还是自

我安全、社交的需要，都与体育教育有

着广泛的联系。

我们不仅仅在理论上认清身心培育

的教育属性， 而应在身心教育的实践中

充分反映出具有教育属性的身心培育活

动。 那种在实践中单一的运动性和活动

性用来达到身心培育目的的做法以及把

它简单地看作也是一种体育教育性质活

动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只能反映出我们

某些体育教育工作者在认识体育教育本

质问题上，还存在着不足，具有不完全性

和不深刻性，仅仅看到了体育的特殊性，

没有看到教育的普遍性。

体育教育过程应是一种理论、实

践、再理论、实践的过程。需要把握的体

育知识、技术和方法以及体育卫生保健

常识和技能运用于体育运动实践和人

类生活实践中去的，这是体育教育的根

本特征。

人的需要与人对体育教育的需要

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随着社会的进

步，体育（广义）功能也在不断拓展，

这种拓展又意味着体育教育与人们

社会生活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意味

体育教育在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需要上，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

在不断地延伸。 这就要求我们在体育

教育发展中，充分考虑到社会需要与

个人需要的融通、物质需要与精神需

要的平衡、短期与长远需要的兼容等

问题。 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趋势看，

我们学校体育的着眼点应放在培养

学生的生存能力、 自我指导锻炼能

力、体育运动能力等方面上来。 其中，

使学生学会和掌握各种基本的生活

技能， 养成各种良好的生活习惯，无

疑对于学生适应生活，更好地生活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体育教育在人类生存能力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

体育教育过程包含着两个重点，一

是人的内发性自尊、自强、自爱、自我价

值实现的需要。二是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的需要。而体育教育则可通过促进学生

能力发展的学习过程，使他们多方面的

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

事实上，正确的走、站、坐、卧的姿

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卫生，用眼和脑

的卫生常识；游水能力；各种自我防卫

技巧；防火常识；基本的运动创伤救护

常识和方法；交通安全常识等体育卫生

保健的内容，都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

要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体育教育的目标应是长

远和近期目标的统一，今后大、中、小学

校体育教材内容应是丰富多样的、有效

实用的。

三、 未来体育教育对人们生存方

式的影响

当代体育教育同样面临着社会生

产和社会各方面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

挑战，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脑力劳动量

的增加；环境污染的增加；工时缩短出

现闲暇时间增多； 居住条件的改善，人

际交流机会减少，这些现实问题给体育

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要适应未来

变迁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对传统教

材内容进行修改、 筛选和必要的补充，

对教学素材进行全面改革，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教育在生存与发

展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健全和发展体育教育，加强

体育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使它的发展和

科学社会主义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密

切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为

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子孙后代的强

健幸福，学校的体育工作者，一定要不

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通过体育教学活

动使人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能很好的适

应现代文明。

假如我们是学生

涟源市六亩塘镇良溪学校 陈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