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蒸腾作用教学设计一等奖 

《第四节蒸腾作用教学设计一等奖》这是优秀的教学设计一等奖

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 

1、第四节蒸腾作用教学设计一等奖 

教学分析 

1．教材分析 

本内容是北师大版《生物学》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五章《绿色

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的第二节，本节主要任务如下，一是学生分析

实验现象，理解蒸腾作用的概念，说出蒸腾作用的影响因素，以及蒸

腾作用对植物体自身及生物圈中的意义。二是学生通过参与几个探究

实验、交流教师提供的文字及视频资料，揭示植物蒸腾作用与环境相

适应的特点，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本节知识内容与其他章节的联系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与“吸收作

用”相联系；二是与“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相联系；三是与

“叶的结构”相联系；四是与“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相联系。 

为完成本节的教学任务，教师应当适当补充一些教材当中没有的

资料。因本节内容量较大，探究活动须课前完成。 

2．学情分析 

在前知识方面，学生对与蒸腾作用有关的现象有了一定的了解与

认识，比如生活当中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森林中感觉空气湿度

大等。在七年级上期的活动“测量不同植被环境的空气温度和湿度”

中，同学们对植物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但具体到植

物给环境带来上述影响的原因，蒸腾作用主要通过植物何种结构来完

成，影响蒸腾作用的因素，以及植物形态结构特点与环境的适应性方

面，学生需要进一步的学习，需要教师有效地引导和学生间的合作探

究学习。 

在学习能力方面，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观察能力。具备一

定的分析、归纳等思维能力。具有一定合作学习和探究的经验。相当



部分学生拥有数码相机和使用相机的能力，也具有制作简单的 PPT 的

能力。 

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来看，学生对直观的视频、

图片、探究实验（尤其是自己有亲身参与的）特别有兴趣，容易调动。 

3．教学重难点 

重点 

（1）蒸腾作用的概念和意义； 

（2）影响蒸腾作用的主要因素； 

（3）探究植物气孔的数目和分布。 

难点 

（1）植物蒸腾作用概念； 

（2）植物的形态结构特点与环境相适应。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描述植物的蒸腾现象，解释植物体内水分散失的主要原因； 

（2）举例说明影响蒸腾作用的因素； 

（3）举例说出气孔数目和分布与植物蒸腾作用的关系，说明蒸腾

作用对植物生活的意义。 

2．能力目标 

（1）对植物蒸腾失水的实验进行观察，培养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2）尝试完成和分析“植物的蒸腾失水”、“观察茎对水和无机

盐的运输”等探究实验，培养科学探究、合作、科学表达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结合观察植物蒸腾失水的实验，及参与其他的探究实验，让

学生体验探究实验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2）通过探究实验和教师所提供的文字资料，形成生物体的结构

和功能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 

（3）通过教师提供的视频资料，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设计理念 

按新课程改革精神，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生活性、实



践性的知识吸引学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遵循学生的认知

规律，立足学生的前知识，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学生参与探究活动获

得感性认知，经过讨论、交流建构概念；通过有针对性的学生课堂练

习，在实际中运用概念；运用概念后，及时进行小结；通过典型案例

分析，认同环境保护的思想，获得情感的升华；通过构建概念图，再

重新认识概念。在教学过程中，按小步骤，快反馈的要求，循序渐进，

帮助学生在活泼、趣味的课堂中，锻炼思维能力，有效地掌握知识，

体会学习的乐趣。 

教法与学法 

主要采用多种媒体演示、自主合作的探究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应

用生活经验、活动体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通过观察、阅读、资料

分析、动手实践、合作学习等达成学习目标。 

教学过程 

1.提前准备 

实验 1.上课前，同学按小组，根据教材 P90 页演示“植物的蒸腾

失水”的要求及 P92 页“思考与练习 2”的内容，对两个实验进行整

合改进，完成相关实验，并用照相机记录活动过程及活动的结果，作

好记录。将实验过程制作成 PPT ，在课堂展示时用。参考记录表如下： 

组别 

 

 

 

水分 

 

 

 

的量 

 

 

 

A 

 

 

 

（叶未处

理） 

 

 

B 

 

 

 

（叶下表面

处理） 

 

 

C 

 

 

 

（叶上表面

处理） 

 

 

D 

 

 

 

（ 无

叶） 

 

 

环 境

温度 

 

 



时间 

 

 

上午 9：30 时（实验

开始时） 

 

 

     

上午 10 时 

 

 

     

上午 10：30 时 

 

 

     

上午 11 时 

 

 

     

上午 11：30 时 

 

 

     

实验 2.上课前，同学按小组根据教材 P94 页活动“观察茎对水和

无机盐的运输”的要求，对实验装置进行改进，设置光照条件为光照

充足和部分遮光（遮荫）的对照实验，完成相关实验，并用照相机记

录活动过程及活动的结果，作好记录。将实验过程制作成 PPT ，在课

堂展示时用。参考记录表如下： 

记录表 1 

条件 

 

 

 

水分 

光照 

 

 

 

充足 

部分 

 

 

 

遮光（遮荫） 



 

 

 

减少量 

 

 

 

组别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记录表 2 

条件 

 

 

 

红色茎 

 

 

 

高度 

 

 

光照 

 

 

 

充足 

 

 

部分 

 

 

 

遮光（遮荫） 

 

 



 

组别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注：上述两实验，教师要先确定两个小组，对其进行个别指导，

确保实验的科学、有效。在上课前，要先检查班级同学的完成情况，

教师要对班级完成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小组要心中有数，作为课堂中的

课程资源备用。另外，可将完成得较好的小组的活动材料，在教室的

适当区域进行展示。 

2.课堂教学 

教 学 内

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1. 导 入

新课 

 

 

1.复习植物的吸收作用与光

合作用的知识，引导同学们

思考：植物体通过吸收作用

吸收的水除了用于光合作用

外，还有何用途呢？ 

 

 

 

1．回忆植物的吸

收作用与光合作用

的知识，并初步思

考教师提出的问

题。 

 

 

 

2 ． 阅读、观察

联系前面所学习过

的知识和生活常

识，吸引学生，激

发学生的思考。 

 

 



2. PPT 呈现以下内容： 

 

 

 

（1）一株玉米在完成生活史

的历程中，所吸收的水量以

及在其体内所保有的水量。 

 

 

 

（2）夏天，人们在树荫下乘

凉图片。 

 

 

 

引导同学思考：这两种现象

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3.展示课题：植物的蒸腾作

用，并板书 

 

 

PPT 所呈现的资

料，并进行分析，

明确思考问题的中

心。 

 

 

2. 观 察

“ 植 物

的 蒸 腾

现象” 

 

 

小组展示实验 1 的实验过程

及实验结果。 

 

 

 

1.思考：水面上滴植物油的

目的； 

 

学生观察分析，在

小组内交流后由小

组派代表回答。 

 

 

 

1.防止水分直接从

液面蒸发。 

1．以学生自身的

案例，让同学进行

对比，发现成功与

不足，进一步激发

学习欲望，同时也

激发同学的思考。

适当提示，有利于

学生切入。 

 

 



 

 

2.引导同学分析对比A组与D

组的实验结果，并思考该现

象产生的原因； 

 

 

 

注：（1）提示观察思考顺

序，①塑料袋壁的现象；②

容器内的水量变化；③上述

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④控

制水分散失的主要结构；⑤

水分是通过何形式由植物体

内到达塑料袋壁的；（2）可

提示同学们回忆“叶的结

构”；（3）此处若有同学对

实验过程有疑问，须说明，

并引导同学们思考提高实验

科学性的措施。若无，则在

课堂小结时说明。下同；

（4）视学生探究活动情况，

播放视频“植物的蒸腾失

水”。 

 

 

 

3.要求学生对比思考：展示

实验与自身实验的成功与不

足。 

 

 

 

 

 

2.得出：①A 组塑

料袋壁上出现明显

的液滴（水分）；

②A 组容器内的水

分明显减少；③容

器内水分通过植物

体散失；④水分的

散失主要通过叶片

气孔；⑤水蒸气； 

 

 

 

3.反思自身实验的

成功与不足。 

 

 

 

2．准确描述所观

察到的现象，提高

观察、分析、表达

能力。 

 

 

3. 对 实

例 分

析 ， 进

行 小 结

① ， 形

成 蒸 腾

引导学生总结出蒸腾作用的

关键词，并板书。 

 

 

1.得出概念关键

词： 

 

 

 

1．对实例分析进

行小结，提高思维

的严密性和科学

性。 

 



作 用 概

念 

 

 

水分运动方向：由

植物体内到植物体

外； 

 

 

 

水分形式：水蒸气 

 

 

 

水分出口：气孔 

 

 

 

本质：水分散失 

 

 

 

2.形成概念：在温

暖、有阳光照射的

条件下，植物体内

的水分以水蒸气是

形式散失到体外，

这种生理过程叫蒸

腾作用。 

 

 

 

 

2．根据学生认知

水平和学习能力，

对概念进行分解，

有利学生把握。落

实教学目标。 

 

 

4．阅读

教 材 ，

再 识 概

念。 

 

 

1.引导学生阅读教材课本

P91 页第一段的内容，并要

求同学注意限制性的词语。 

 

 

 

1.阅读教材并，圈

出关键词。 

 

 

 

2.学生思考后得

1.回归、体会教

材，提升学习成

果，强化概念。 

 

 

 



2.提问：植物体内的水分散

失了，如何补充？ 

 

 

 

注：可提示学生回忆“吸收

作用”。 

 

 

 

3. PPT展示“水分吸收与散

失的途径”图片 

 

 

出： 

 

 

 

根从土壤中吸收水

分，经由茎到达

叶，以蒸气的形式

散失到空气中。作

好笔记。 

 

 

2.拓展、延伸，完

善概念，并以图片

加以强化。 

 

 

5. 课 堂

练习 

 

 

1. PPT出示练习 

 

 

 

植物体内水分的散失由（）

调节 

 

 

 

A．植物体生命活动需要水分

的量 B.光合作用 

 

 

 

C.植物体叶的多少 D.气孔的

张开与闭合 

 

 

1.回答问题 

 

 

 

2.思考问题 

 

 

1.运用概念，加深

理解。 

 

 

 

2.合理运用教材，

让学生重视教材，

形成细心阅读和体

会教材的习惯，并

转入下一小节的学

习。 

 

 



 

2.引导学生回忆“实验一”

装置所处的条件，阅读教材

中 二 处 “ 在 温 暖 、 有 阳

光”，思考演示“植物的蒸

腾失水”中讨论的第2题。 

 

 

6．影响

蒸 腾 作

用 的 因

素 

 

 

1.小组展示实验 1 的实验过

程及实验结果。引导同学分

析 A、B、C、D 四组实验结果

中水分减少量的差异，要求

学生思考该现象产生的原

因，解决“思考与练习 2” 

问题1-3。追问曲线I代表装

置 C、D说明什么？ 

 

 

 

2. PPT展示不同植物上、下

表皮气孔数的数据表。要求

学生认真观察，思考该现象

产生的原因。学生得出结论

后，PPT 展示植物气孔分布

的一般规律，并板书。 

 

 

 

3.小组展示实验 1 的实验过

程及实验结果。引导同学分

析 9：30-10 时、10-10：30

时、10：30-11 时、11-11：

30 时四组实验结果随温度变

化的差异，并思考该现象产

生的原因。出示蒸腾作用与

温度的关系表，以引导同学

们的思考。 

1 ． 学 生 观 察 分

析，在小组内交流

后由小组派代表回

答。 

 

 

 

（1）曲线Ⅰ代表

装置 C、D 的质量

变化，因为这两装

置几乎没有发生蒸

腾作用；验证了蒸

腾作用主要通过叶

片的气孔完成。 

 

 

 

（2）曲线Ⅱ代表

装置 B，曲线Ⅲ代

表装置 C； 

 

 

 

（3）叶的上下表

面气孔的数目是有

差异的； 

 

 

1．课内外结合开

展探究提高效率；

大胆创新，改进实

验设计。组织综合

性探究，提高探究

能力、读表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归纳

表述能力，辩证思

维能力。 

 

 

 

2．树立生物的结

构功能与环境相适

应的观点。 

 

 

 

3.因教材中的“建

议活动”难度较

大，且趣味性较

差，所以采用探究

活动与文字资料相

结合的手段，来达

到教学目标。 

 

 



 

 

 

4.小组展示实验 2 的实验过

程 及 实 验 结 果 （ 记 录 表

1）。 引导同学分析的实验

结果，并思考该现象产生的

原因，并解决“思考与练习

2” 问题4。出示蒸腾作用与

光照强度的关系表，以引导

同学们的思考。 

 

 

 

注：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科

学、严谨的表达。对有延伸

问题的同学，可提供一定的

方法，在课后验证。 

 

 

 

得出：气孔（叶

片）的数目会影响

蒸腾作用。 

 

 

 

2.学生观察分析，

在小组内交流后由

小组派代表回答。 

 

 

 

得出：（1）陆生

植物一般下表皮气

孔数多于上表皮气

孔数，水生植物一

般上表皮气孔数多

于下表皮气孔数；

（2）生物体的结

构功能与环境相适

应。 

 

 

 

3.学生观察分析，

先在小组内交流，

然后由小组派代表

回答。 

 

 

 

得出：在一定的温

度范围内，蒸腾作

用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增强。 

 

 

 

4.学生观察分析，

在小组内交流后由

小组派代表回答。 

 

 

 

得出：在一定的光

照强度范围内，蒸

腾作用随着光照的

强度增强而增强。 

 

 

7. 课 堂

练 习 及

小结② 

 

 

组织学生完成“思考与练习

1”，并对蒸腾作用的.影响

因素进行小结，并板书。 

 

 

完成练习，做好笔

记。 

 

 

 

影响蒸腾作用的主

要因素有：光照强

度、叶片（气孔）

数目、温度等，并

明确其影响关系。 

 

 

运用概念，及时小

结，落实教学目

标。 

 

 

8．理解

蒸 腾 作

用 的 意

义 

 

 

1. PPT展示同学们在第一章

第二节中的活动“测量不同

植被环境的空气温度和湿

度”中所得的数据。要求同

学们思考出现该现象的原

因？ 

 

1.学生观察分析，

在小组内交流后由

小组派代表回答。 

 

 

 

1.提高学生观察、

分析、表述能力 

 

 

 

2.通过学生生活中



 

 

注：观察学生反应，适当通

过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如：

夏天洗脸、游泳时的感觉凉

爽）及出示干湿球温度计读

数，引导并帮助学生理解蒸

腾作用使叶面温度降低。 

 

 

 

2.学生小组展示实验 2 的实

验过程及实验结果（记录表

1、2），并解释现象出现的

原因。 

 

 

得出：蒸腾作用能

降低叶面的温度 

 

 

 

2.学生观察分析，

在小组内交流后由

小组派代表回答。 

 

 

 

得出：蒸腾作用能

够促进对水的吸

收，同时促进水和

无机盐在植物体内

的运输。 

 

 

经历的事实（或视

频），为概念的形

成提供支撑，弥补

教材的不足。 

 

 

9. 课 堂

练 习 及

小结③ 

 

 

1. PPT出示练习 

 

 

 

（1）下列关于蒸腾作用对植

物本身的意义叙述中，不正

确的是（） 

 

 

 

A．降低植物体的温度 B.促

进根从土壤吸收水分 

 

 

 

1.完成练习。 

 

 

 

2.阅读教材，做好

笔记，在教材中划

出关键字句。 

 

 

1.运用概念，及时

反馈。 

 

 

 

2.回归教材，让学

生重视和用好教

材，落实教学目

标。 

 

 



C.提高空气温度，调节气候

D.促进水分、无机盐在植物

体内运输 

 

 

 

（2）植物体能把根部吸收的

水分不断地运输到顶端。其

动力主要是来自（） 

 

 

 

A．根的吸收作用 B.茎的输

导作用 

 

 

 

C.叶的蒸腾作用 D.叶的光合

作用 

 

 

 

2.引导同学归纳蒸腾作用意

义，阅读教材 P92 页内容，

并板书。 

 

 

10. 认识

蒸 腾 作

用 在 生

物 圈 中

的 作

用 ， 认

同 保 护

1.播放视频“绿色植物促进

生物圈的水循环”及夏天人

类在树荫下活动场景的图

片，要求同学们思考，若是

没有了绿色植物，上述的场

景将会变成怎样？ 

 

观看视频及图片，

思考，并发表感

想。 

 

 

对比播放，给同学

们以强烈冲击，让

学生认同保护环境

的理念，并付诸于

实际的行动。 

 

 



环境 

 

 

 

 

2.播放“沙尘暴”视频，引

导同学们认同保护环境，应

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11.课堂

小结④ 

 

 

引导学生构建本节知识的概

念图 

 

 

画出本节知识的概

念图 

 

 

理清知识体系，形

成概念，巩固学习

效果 

 

 

12.作业 

 

 

同步训练中的部分练习 

 

 

巩固和检测学习效

果 

 

 

 

教学预设 

新课程倡导探究性学习，提倡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展开学

习，让学生在探究问题、交流讨论的活动中获取知识，促进学生由被

动学习者变为主动参与的学习者。教学结束后，应重点反思以下问题： 

1.时间的安排是否合理，关注多媒体展示的环节，尤其是学生展

示环节的控制、引导？ 

2.对学生探究活动过程中所出现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因探究活动

而衍生出的新问题，该如何合理利用以及引导？需特别注意学生探究

活动中数据处理的方法，控制误差的措施。 

3.教学过程中所选用的资源是否有利于学生引导学生的思考方向，

是否有利于帮助学生的理解？ 

4.习题选择对学生学习情况的检测及反馈效 

2、第四节蒸腾作用教学设计一等奖 

作为一名为他人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学设计

来辅助教学，教学设计要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选择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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