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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光对鼠妇的影响 �探究教学为例,探讨了蕴涵在实验对象、实验步骤、实验失败探究中的科学理论知识,强调了重

视探究教学中的理论知识,达到知识和能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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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对鼠妇的影响 �探究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可提

出很多探究问题。但通常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鼠妇是

什么动物? 我相信很多教师和学生第一次接触这个实

验都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尽管鼠妇有潮虫、米汤虫、团

子虫、西瓜虫和球虫的俗称, 但它不是昆虫。因此,我

们应该了解它的分类地位,鼠妇属于甲壳纲 Crustacea,

软甲亚纲 M alacostrace, 囊甲总目 Peracarida, 等足目

Isopoda,鼠妇科 Armadillid iidae。那么我们研究的这类

动物与虾、蟹的亲缘关系要比与蚊子、苍蝇这些昆虫的

亲缘关系要近。接下来可能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

要用这种动物作为实验对象?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是

很宽泛的,但是两个理论知识要点必须具备,首先,从

动物行为学的角度出发,鼠妇具有避强光趋弱光的行

为,属于昼伏夜出动物。知道这个知识要点就可以对

类似的探究问题进行回答了, 例如:在哪里能找到鼠

妇? 抬开花盆或石块时, 鼠妇往哪跑? 也知道了可以

根据地域差异更换实验对象, 只要有这种行为的类似

动物都可以作替代动物,例如可以用百脚虫作替代动

物。其次,之所以用鼠妇作为研究对象还因为它不是

珍稀濒危受保护动物, 反而它是种害虫,对蔬菜、水果

及花卉都是有害的。

1 对实验步骤探究中蕴含的科学理论知识

首先,要进行这个实验就要捕捉鼠妇, 在这里除了

会遇到前面提过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探究问题, 大家可

能遇到最多的探究问题是:为什么鼠妇被捕捉时很多

出现死亡? 实际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真的死了, 这类

动物受惊扰时会把身体卷缩成球状, 进入假死状态。

由于课前几分钟捕捉的鼠妇很难满足实验所需要的数

量,通常要在实验前 2~ 3天开始捕捉鼠妇,因此,涉及

通常的探究问题是: 如何饲养鼠妇? 需要教师学习有

关鼠妇生活习性的理论知识, 模仿其野生生境进行饲

养。鼠妇的适宜温度是 20! ~ 30! 之间,湿度在 60%

~ 85%之间, 因此, 通常进行饲养的昆虫箱下层为沙

质,上层为腐质土, 适当喷水保持湿度, 温度控制在

25! 左右。还要了解鼠妇食性,可以用新鲜的玉米、蔬

菜种子以及水果皮作为食物,但鼠妇不吃生菜和甘蓝。

由于实验需要大量的鼠妇,对于大城市的教师和学生

要面对的另一个探究问题是: 如何进行鼠妇的繁殖?

通常的途径有两个,一是进行捕捉群体自身繁殖,这个

并不容易,因为繁殖的生态幅要比生存的生态幅窄得

多,因此需要严格控制饲养繁殖条件,另外,也可以捕

捉腹面前端外骨骼内部发白区域里面有大量卵的鼠妇

进行繁殖。当鼠妇数量增加时要调节好密度,因为其

排出代谢产物累积过多,会影响其繁殖、生长。

其次,此实验过程时间比较长,纪律要求严格,通

常一次观察要 10分钟并且要保持环境安静。学生会

智慧发展的重要途径。

2. 3 注重实践反思,加快生成的速度  做一定数量的

习题虽然是巩固基础知识、训练解题方法的有效途径,

但并不是习题做得越多,学得就越好。教学中常会碰

到这样的事:有的题课堂上讲过,练习中已做到, 但学

生遇到类似的题目, 仍不能顺利解答。追溯原因主要

是课堂教学时只注重让学生练习, 忽视了对学生反思

能力的训练。智慧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感悟、反思

而形成的,没有反思学习就会成为重复自己的机械劳

动。学生智慧的生成需要学生对自己的学习不断反思

提炼,教师教学时应重视学生反思智慧的培养,形成良

好的总结和反思习惯。引导学生既要看到成功时的精

彩,也要看到失败中的美丽,在成功与失败的实践反思

中磨炼出智慧。

2. 4 思考科学探究史,领悟前辈的智慧  每门学科都

是众多科学家在不断探索、完善和发展。了解科学史,

除能培养学习的毅力进取心之外, 还能把握科学家的

思维轨迹,体验科学家的奇思妙想,熟悉智慧之路。植

物光合作用发现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证明光

合作用的产物是淀粉, 就应排除其体内原有贮存淀粉

的干扰,从而产生了饥饿处理;淀粉遇碘液变为蓝色,

但叶绿体中的色素会影响对蓝色的观察, 怎样除去色

素? 根据色素易溶于有机溶剂的特点,创造出酒精隔

水加热的脱色处理; O2 是否为叶绿体光合作用产生

的? 寻找出了具有带状叶绿体的水绵这个绝妙的实验

材料;产生的微量的 O2又如何检测呢? 好氧细菌化解

了此难题。如此逐步分析,体验思维的发展过程,学生

就能在前辈的探索过程中转知为智,化识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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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的生殖和发育 �一节教学设计
刘景太  (河北省深州市第一中学  053800 )

1 教材分析

�鸟的生殖和发育 �是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八年

级 #生物学 ∃教材下册第七单元第一章第四节。按照

课程标准的要求,生物的生殖、发育和遗传等生命基本

特征是初中生物学的重要内容,而人的生殖和发育等

基本知识已在七年级下册安排,本章则着重介绍植物

的生殖以及动物的生殖和发育。本节是学完植物的有

性生殖引入无性生殖、动物中的昆虫和两栖类生殖和

发育等的继续。

本部分教材主要以对鸡蛋的探究来认识鸟的生殖

和发育,设有观察与思考等探究活动,有很大的活动扩

展空间。教材在引导学生认识鸟的生殖过程和特点的

同时,突出生殖和发育与人类以及环境的关系,多侧面

地与人和环境呼应,进一步体现了整套教材以 �人与生

物圈 �为主线的思路。

2 教学目标

2. 1 知识  通过学习,使学生能说出鸟卵适于在陆地

上发育的结构特点,会描述鸟的生殖和发育过程;认识

到生物科学技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 2 技能  通过画一画、探一探、思一思、看一看、议

一议、绘一绘等活动,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动手探究、

观察分析、推理思维等多种能力,促进素质全面提升。

2.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活动, 关注鸟类与

人类生活的关系,树立爱鸟护鸟的意识,进而培养爱科

学、学科学的态度和情感。

3 教学重点和难点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学习动植物的生殖、发育有助

于学生认识生物科学技术在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中

问: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为什么不能说话、吵闹? 这些

问题答案的要点只有一个,就是要使鼠妇在正常的生

理条件下进行实验,无论是等待的时间还是安静的环境

都是为了不让鼠妇产生应激, 应激行为将影响实验结

果。观察的次数通常要重复 10次, 为什么重复这么多

次? 一次不行吗? 这些问题可以从最基本的统计学知

识来回答,也可以从哲学理论出发,事物的发生包括偶

然事件和必然事件,一次观察是偶然事件,必然来自于

偶然,进行多次观察就是从偶然事件中找出必然规律。

2 对实验失败探究中蕴含的科学理论知识

此实验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操作起来经常会出

现实验结果与预想不符的情况,甚至实验失败,刚刚接

触该实验的教师特别有同感。很多教师都遇到这样的

问题:饲养的鼠妇为何会大量死亡,导致数量下降进行

不了实验?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死亡的个体基本上都是

小鼠妇,这是为什么呢?。Deevey将生物的存活分为三

类 (图 1),即%型:曲线凸型, 表示在接近生理寿命前

只有少数个体死亡,例如大型兽类和人的存活曲线; &

型:曲线呈对角线,各年龄死亡率相等,许多鸟类接近

于&型; ∋型:曲线凹型,幼年期死亡率很高,鼠妇就是

这类动物,因此在捕捉鼠妇饲养时要捕捉大的鼠妇。

很多教师在带领学生实验时发现很多鼠妇根本不

进入阴暗区,导致实验结果不明显甚至失败,这是为什

么呢?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 (实验前盛放鼠

妇的试管没能放在阴暗处,动物特别是小型的动物能

在短时间进行驯化,形成生理补偿机制,导致对光线不

图 1 动物存活曲线的类型

敏感,使实验结果失败; ) 将其他生态因子介入研究

中,例如土壤、温度和湿度等,因为各种生态因子彼此

之间存在影响, 这样很可能影响我们只对一种生态因

子进行研究的结果。 ∗鼠妇主要靠复眼来感知光线的

明暗,它的复眼在头的下面。如果实验时铺放的土壤

过厚或较松,它很可能将头插入土壤,以为进入了阴暗

环境,进而影响实验结果。

因此建议,实验时可以不放土壤,并且要将瓷盘或

玻璃板事先清洗干净, 如果有异味或异物很可能引起

鼠妇在明亮区聚堆的习性,彼此遮挡光线, 以为进入了

阴暗环境,进而影响实验结果。

综上所述,有了这些知识,对中学生提出大量探究

问题及实验操作时,教师可以做到胸有成竹,当然探究

问题时可以深入浅出。探究式教学注重能力培养,力

求进行素质教育。能力和知识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

相成的,注重了科学理论的学习才能使学生探究问题

更深,引发其兴趣,增进科研动手能力,达到知识和能

力的统一。  

∀28∀ 生物学教学 2008年 (第 33卷 )第 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