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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单元 走进生命世界第 1 章 生物学——
研究生命的科学

学 校 授课教师 课 时

授课班

级
授课地点 教 具

教学内

容

教材章节：初中生物学七年级上册苏科版（2024）第 1 单元 走进生命世界第 1 章 
生物学——研究生命的科学

教学内容：

1. 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生命现象和生命过程，包括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发

展、分布、分类、遗传和进化等方面。

2.



 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观察、实验、调查、模拟、推理等科学方法。

3. 生物学的基本概念：生物、生态系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

4. 生物学的重要性：生物学与人类生活、生产实践、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联系。

5. 生物学的发展趋势：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态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

6. 生物学课程的学习目标：培养学生对生命的认识、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方

法和科学态度。

7. 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内容：生物的结构与功能、生物的分类、生物的遗传与进化

、生物与环境等。

8. 生物学课程的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

9. 生物学课程的评价方法：课堂表现、作业、实验报告、期中期末考试等。

10. 生物学课程的学习资源：教材、教学辅助材料、网络资源等。

核心素

养目标

分析

1. 科学探究素养：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科学方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设计

方案、进行探究、分析结果的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生物学过程中形成科学的思维

方式和方法。

2. 科学态度与价值观素养：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物

学研究诚信、严谨、客观的态度，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3. 生命观念素养：帮助学生建立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如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

的遗传与进化等，使学生能够从整体上理解生命的现象和规律。

4. 科学思维能力素养：通过分析生物学问题、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培

养学生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5. 信息素养：培养学生运用网络资源、教材等学习材料获取、整理、分析生物学

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6. 团队协作与交流素养：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沟通、协作、分享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能力。

7. 责任感与使命感素养：培养学生关注生物学的社会意义，增强环保意识，积极

承担起关爱生命、保护生态的责任。 

重点难

点及解

决办法

重点：

1. 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

2. 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探究过程。

3. 生物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及其重要性。

解决办法：

1. 利用生动的实例和图片，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2. 通过设计简单的科学实验和观察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科学探究过程。

3. 结合生活实际，讨论生物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认识。

难点：

1. 生物学中的一些抽象概念，如生态系统、生物进化等。

2. 科学探究方法的具体操作和数据分析。

突破策略：

1. 使用模型、图示和动画等辅助教学工具，将抽象概念具象化，帮助学生理解。

2.



 分步骤讲解科学探究方法，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实验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3. 引导学生进行数据分析，通过讨论和总结，让学生掌握科学探究的基本技能。

教学方

法与策

略

1. 教学方法选择：

- 讲授法：用于介绍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

- 讨论法：鼓励学生就生物学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培养批判性思维。

- 案例研究：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帮助学生理解生物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 项目导向学习：学生通过完成特定项目，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2. 教学活动设计：

- 角色扮演：模拟科学家进行生物学研究的过程，让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

- 活动示例：学生分组扮演不同的科学家角色，通过合作研究一个生物学问题，最

终向全班汇报研究成果。

- 实验：设计简单的生物学实验，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结果。

- 活动示例：进行植物光合作用的实验，观察不同条件下光合速率的变化。

- 游戏：通过生物学相关的游戏，增强学生对生物学概念的理解。

- 活动示例：设计一个分类游戏，让学生将不同的生物按照分类特征进行归类。

3. 教学媒体和资源使用：

- PPT：制作包含图表、图片和文字的 PPT，用于直观展示生物学概念和实验过程

。

- 视频：播放生物学相关的科普视频，帮助学生形象理解复杂概念。

- 在线工具：利用在线模拟实验和互动学习平台，提供虚拟实验室体验。

- 教学策略具体实施：

第一课时：讲授与讨论

- 讲授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

- 通过讨论，引导学生思考生物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二课时：案例研究与角色扮演

- 提供一个生物学案例，如物种灭绝问题。

- 学生分组扮演不同角色，如生物学家、环保人士等，展开讨论。

第三课时：实验与数据分析

- 安排一个简单的生物学实验，如观察植物生长。

- 学生记录实验数据，并进行初步分析。

第四课时：游戏与总结

- 通过生物学游戏复习所学知识。

- 总结本单元的学习内容，强调生物学的重要性和应用。

第五课时：项目导向学习

- 学生选择一个生物学问题，进行小组研究。

- 每个小组设计研究计划，收集数据，撰写报告。

第六课时：展示与评价

- 学生向全班展示项目研究成果。

- 教师和学生共同评价项目完成情况，提供反馈。

教学过

程设计

1. 导入新课（5 分钟）

目标：引起学生对生物学的兴趣，激发其探索欲望。

过程：



-



 开场提问：“你们对生命有哪些好奇的地方？生物学对我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 展示一些关于生物学的图片或视频片段，如动植物的生长变化、生态系统等，让

学生初步感受生物学的魅力。

- 简短介绍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为接下来的学习打下基础。

2. 生物学基础知识讲解（10 分钟）

目标：让学生了解生物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原理。

过程：

- 讲解生物学的定义，包括其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过程的内容。

- 详细介绍生物学的组成部分，如细胞结构、生物分类、遗传与进化等。

- 通过实例，如植物的光合作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物学的基本原理。

3. 生物学案例分析（20 分钟）

目标：通过具体案例，让学生深入了解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和应用。

过程：

- 选择几个典型的生物学案例进行分析，如物种灭绝、遗传疾病等。

- 详细介绍每个案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让学生全面了解生物学的多样性。

- 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案例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以及如何应用生物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

- 小组讨论：让学生分组讨论生物学在未来的发展或应用方向，并提出创新性建议

。

4. 学生小组讨论（10 分钟）

目标：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过程：

-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选择一个与生物学相关的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 小组内讨论该主题的现状、挑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 每组选出一名代表，准备向全班展示讨论成果。

5. 课堂展示与点评（15 分钟）

目标：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同时加深全班对生物学的认识和理解。

过程：

- 各组代表依次上台展示讨论成果，包括主题的现状、挑战及解决方案。

- 其他学生和教师对展示内容进行提问和点评，促进互动交流。

- 教师总结各组的亮点和不足，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和改进方向。

6. 课堂小结（5 分钟）

目标：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强调生物学的重要性和意义。

过程：

- 简要回顾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包括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案例分析等。

- 强调生物学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的价值和作用，鼓励学生进一步探索和应用生物

学知识。

- 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撰写一篇关于生物学某一领域的短文或报告，以巩固学习

效果。

教学资

源拓展

1. 拓展资源：

- 生物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介绍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如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信

息学、合成生物学等。

-



 生物学与环境保护：讨论生物学知识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生态系统恢复等。

- 生物学与人类健康：分析生物学知识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如遗传疾病的预防、疫

苗研发等。

- 生物学与技术创新：探讨生物学知识在新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如生物传感器、生

物材料等。

- 生物学实验技术：介绍生物学实验中常用的技术，如显微镜观察、分子生物学实

验、生物统计方法等。

- 生物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介绍对生物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如达尔文

、孟德尔等。

- 生物学相关的书籍和纪录片：推荐一些生物学相关的经典书籍和纪录片，如《自

私的基因》、《生命之树》等。

2. 拓展建议：

- 鼓励学生阅读生物学相关的书籍和杂志，以拓宽知识面，如《自然》、《科学美

国人》等。

- 提议学生参加生物学相关的讲座和研讨会，以了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 建议学生关注生物学相关的博物馆和自然保护区，实地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

- 指导学生进行简单的生物学实验，如观察植物的生长、测试水的酸碱度等，以增

强实践操作能力。

- 鼓励学生参与生物学竞赛和科研项目，如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学校科研项目等，

以提升研究能力。

- 建议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如在线课程、教育平台等，自主学习生物学知识。

- 提议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如结合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深入理解生物

学问题。

- 鼓励学生撰写生物学相关的文章或报告，以培养写作能力和科学表达能力。

- 指导学生进行生物学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参与环保活动、社区健康宣传等，

以增强社会责任感。

课后作

业

1. 描述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并举例说明生物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2. 列出三种生物学研究方法，并简述每种方法的基本步骤。

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88027120051006132

https://d.book118.com/488027120051006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