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物教学设计范文【七篇】 

教案包括教材简析和学生分析、教学目的、重难点、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及练习设计等。下面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生物

教学设计，欢迎阅读，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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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探究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和生活。 

2.概述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方法与过程目标： 

1.通过对草履虫的观察学习，进一步强化显微镜的操作技能。 

2.通过对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的学习加强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和扩散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对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和生活以及与人类的关系的学习培养学

生树立细胞构成生物体的观点。 

二、教材分析： 

单细胞生物非常的微小，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观察。而且虽然单细

胞生物的种类非常丰富，但是学生所知道的却非常少，知道的最多的

是细菌。但是学生虽然对细菌有了一些初浅的认识，却很难清楚地知

道细菌能有哪些生命活动，而且细菌的生命活动也无法利用显微镜进

行直接的观察。所以教材选择了很常见，又具有丰富生命活动的草履

虫。 

单细胞生物的定义是本节课的重点难点，虽然陈述的话很简单，

但是其内涵却很深。如何引导学生观察出草履虫是一个细胞?如何使学

生体会到草履虫具有丰富的生命活动呢?学生在以前已经学习过了观察

法，所以本节课引导学生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地对草履虫进行观察和

学习：第一步：引导他们观察草履虫的外形，从而介绍草履虫，并使

学生明白草履虫是如何命名的。 



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教师利用鞋垫作为道具，让他们兴趣高涨

的同时也记忆常留。第二步：引导学生观察草履虫的运动，这是最直

接最容易观察的一种生命活动，这个难度不大，学生很容易完成。第

三步：从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入手，草履虫能够进行运动，

就说明有相应的结构。纤毛用我们的普通低倍显微镜较难观察到。所

以结合教材 68 页的图来引导学生对草履虫内部的结构和相应的功能进

行观察和学习，再通过连线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从而使学生明确草

履虫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同时又有丰富的生命活动，再总结提出单

细胞生物的定义。 

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步骤引导学生观察，慢慢加深难度，由此既靠

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又实现课堂的有效性，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素养，

较好地锻炼学生的探究、创新能力。也实现了对教材重点、难点的突

破。 

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是重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基于学

生对于单细胞生物的了解较少，所以先让学生通过幻灯片了解多种多

样的单细胞生物及他们与人类的关系，再引导他们进行简单的总结。 

三、教学重点和难点： 

1、重点：单细胞生物可以独立完成生命活动，与人类的生活有着

密切关系。 

2、难点： 

1、单细胞生物可以独立完成生命活动。 

2、使用显微镜观察草履虫。 

四、课前准备： 

草履虫培养液、普通光学显微镜、盖玻片、载玻片、棉花、镊子、

鞋垫、草履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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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学生缺乏有关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有机化学知识这是本节教学内容

的瓶颈，而氨基酸的结构和蛋白质的形成又属于微观知识，比较抽象，

十分枯燥，所以教学时应注意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运用动画、故事、



游戏和形象的比喻，不仅增加学生对微观内容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在

主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完成重点、难点知识的学习，提高思维能力，

形成相应的观点。并且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 

(1)说明氨基酸的结构特点。 

(2)理解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 

(3)概述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认同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树立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3.能力方面 

(1)通过自主对比观察几种氨基酸的结构，思考讨论后得出氨基酸

的结构通式，培养观察分析能力。 

(2)通过图文结合的形式，让学生在获取形象的、信息内容的同时，

培养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三、教学重难点 

重点： 

(1)蛋白质的功能。 

(2)氨基酸的结构及其形成蛋白质的过程。 

难点： 

(1)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 

(2)蛋白质的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四、教法学法及媒体选择 

1.教法及媒体选择 

根据新课程理念，针对本节内容，我主要采取探究式教学与多媒

体辅助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动画和图片创设情境，

层层递进，解决教学难点。 

2.学法 

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交流的过程，选择良好的学法关键在于找到教



法与学法的结合点，实现教、学的统一。与探究式教学法相对应，我

通过组织学生观察、讨论，使他们能用观察法、分析法、比较推理法

得出结论，进行探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观察能力和创造

思维能力，让学生能由宏观进入微观再回到宏观，形成由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五、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播放电影《蜘蛛侠》的片段， 

问：电影中的主人公是谁?他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 

展示：⑴黑寡妇蜘蛛的图片，黑寡妇蜘蛛因为它蛛丝中的“蛛丝

蛋白”，使得他的蛛丝的强度异常的高。 

⑵荧光水母的图片 

问：这是什么生物?为什么它们能发出美丽的荧光? 

问：从这些画面中我们应该不难发现这些神奇的生命现象是由谁

来承担的? 

引出今天这节课的主题。 

展示：一些食物(肉、蛋、乳等) 

问：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很高? 

问：蛋白质对人体很重要，那么人体中的蛋白质又能承担怎样的

生命活动呢?大家想不想和我一起到人体中去进行一次旅行? 

创设情景：三维透明人体场景。 

⑴观看人体骨骼肌的三维动画，并问：构建肌肉的主要结构物质

是什么?这又说明蛋白质可以具有怎样的功能? 

⑵接着让学生观察在人体中可以发生的 4 个生命活动的场景，并

问：在这样的 4 个场景中分别涉及到了哪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又各自

具有怎样的功能呢? 

⑶总结：蛋白质在生物体中承担的功能多不多?概括出蛋白质的功

能，“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

者”。 

过渡：结构与功能是相适应的，蛋白质们能够承担如此众多的功

能，这是否和他的功能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掀



开它的神秘面纱吧!研究表明蛋白质的结构是复杂的，可是这种复杂的

分子却是由一些结构简单的氨基酸分子作为基本单位所构成。所以认

识蛋白质的结构，首先就必须了解氨基酸的结构 

创设情景：利用比喻，讲述“4 个氢兄弟”和“两个强大势力集团”

的斗争故事，让学生了解，“化学键”、“羧基”、“氨基”这些基

团和它们的一些书写方法，以及是如何由“甲烷”到形成“甘氨酸”

这种氨基酸的，为后面认识构成生物体蛋白质、氨基酸的结构，以及

氨基酸共同结构特点打下铺垫。 

过渡：氨基酸会不会只有甘氨酸一种呢?告诉学生构成生物体蛋白

质的氨基酸约有 20 种，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其它的氨基酸吧! 

提问：比一比这 4 种氨基酸，从 4 个“邻居”的角度来看，有几

个“邻居”相同?几个“邻居”不同? 

提问：其实其它的氨基酸也都符合这一规律，能否根据这一规律

将约20 种氨基酸用一个结构通式表示出来? 

活动：邀请两位学生主动到黑板上演板，其他学生尝试在纸上书

写。 

请学生评价演板的两位同学尝试写出的氨基酸的结构通式，教师

最后总结，并针对错误进行说明。 

提问： 

⑴观察结构通式，不同的氨基酸在结构上只是什么不同?那么甘氨

酸和丙氨酸的 R 基是什么? 

⑵观察结构通式，氨基酸们都拥有哪些相同的元素?那么蛋白质呢? 

⑶再来观察结构通式，和刚才的 4 种氨基酸，问道：如果说从氨

基和羧基的角度来看这些氨基酸又有哪些共同结构特点。(学生思考同

时，引导学生从氨基和羧基的数量;氨基与羧基的连接方式两个方面考

虑) 

总结：对氨基酸共同结构特点进行总结，并指出只有同时满足共

同结构特点的氨基酸才是构成生物体蛋白质的氨基酸，否则不是。 

过渡：现在我们知道了氨基酸的结构，但是由氨基酸作为基本单

位又是如何形成蛋白质的呢?指出是“相互连接”。 



活动：请一位同学到前台来，和我做同样的一种姿势伸展双臂，

两腿并拢，让学通过今天课的内容进行联想，可以想到什么?问：我和

这位同学连接起来时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再问：那么氨基酸在相互连

接时是否也有“左右手”，以及“握手”的地方呢? 

创设情景：观看 flash动画(蛋白质的形成) 

提问： 

⑴描述氨基酸分子间是如何“相互连接”的? 

⑵有没有“左右手”和“握手的地方”总结出“肽键” 

⑶虽然和手牵手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没有不同的地方?总结出这种

“相互连接”称为“脱水缩合” 

⑷这是不是一种新的分子，指出“二肽” 

⑸二肽还能继续进行“脱水缩合”吗? 

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学生总结出“三肽”，“多肽”，“肽

链”，以及一条“肽链”中“肽键数”，“脱去的水分子数”，和

“氨基酸数”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 

总结：氨基酸形成蛋白质大致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过渡：展示一些常见蛋白质的结构图片，指出这些蛋白质能形成

一定的空间结构并指蛋白质的种类有 1010 —1012 可是构成这些蛋白

质的氨基酸只有约 20 种 

这些氨基酸怎能形成数量如此多的蛋白质分子呢? 

活动：讲学生分成每 6 人一组，请其中一组的同学到台上来扮演

氨基酸，其它组 

相互同学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多样性，请2

组学生 

代表发表蛋白质分子多样的原因。 

评价并总结：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思考：为什么蛋白质能承担如此众多的功能? 

结课：在今天的这节课里，我们不仅获取蛋白质的基础知识，而

且大家应该感受到蛋白质对生命的意义：生命世界是丰富多彩，五彩

缤纷的，离开了蛋白质，这一切还存在吗?不过蛋白质是生命的主要承



担者，可它们是生命活动“操纵者”吗?它们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化合物

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下节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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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这部分内容是高中生物(必修)第二册第八

章《生物与环境》第三节《生态系统》的核心内容。在教学中，本节

知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本节知识和第三章《新陈代谢》的知识联

系密切，又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的学习，学科内综合性强，理论联系实际紧密，需要提高灵活运用知

识、分析解决问题和识图解图能力。 

纵观____三年来的全国高考题，该部分知识为高考热点内容之一，

历年高考都会考查。但近三年来天津卷涉及较少。从考查形式上看，

既有选择题也有非选择题。往往涉及到图形、图表的分析。命题方式

灵活多样，主要考察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灵活运用知识能力及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其中“能量流动的特点”及各营养级能量传递

的计算及综合运用本章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等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及热点问题，是高考命题的焦点。 

二、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大纲和考纲的具体要求，结合学生知识水平，拟定教学

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 

(1)了解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来源、流动渠道和研究目的 

(2)理解能量流动的特点 

(3)应用食物链中各营养级能量传递进行计算 

2、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识图解图能力、观察和分析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等 

3、情感目标 

培养学生物质运动和物质普遍联系的辩证观点 

三、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过程和特点 

2、教学难点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相关知识的计算 

3、重难点的突破 

利用多媒体课件为手段，借助于其形象、直观、动态等多种功能

使知识结构一目了然，来突出重点。再通过经典例题跟进、教师详解、

学生分析来强化知识，突破难点 

四、教学方法 

围绕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在课前制定有针对性的复习

目标，并要求学生提前复习，教师加以检查落实。授课中以多媒体为

辅助手段，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各种教学方法。通过对近几年与本

部分内容相关的高考题的分析研究，以及解题中如何确立关键词、关

键点及解题思路、解题方法及技巧的讲解，使学生对本节知识有个系

统的认识并加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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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内容及地位 

这部分教材先介绍人体的呼吸系统是由呼吸道和肺两部分组成，

再从呼吸系统具有气体交换的功能引入呼吸运动和气体交换的有关知

识。即三个中心问题： 

1、呼吸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 

2、气体是如何进出肺的? 

3、人体内是如何进行气体交换的? 

呼吸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生理功能之一，与消化、运动、循环、排

泄系统存在紧密的联系，学好这一部分内容有助于学生对"人体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的理解。 

呼吸涉及能量与物质的交换，与新陈代谢直接有关，学好这一部

分内容也有助于对"新陈代谢"的深入理解。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认识呼吸道的组成和功能，理解肺的结构与功能特点。 

(2)理解呼吸运动的原理，了解呼吸频率及肺活量的概念。 

(3)理解气体交换的原理，掌握肺泡内的气体交换及组织里的气体 

交换。 

2、能力目标： 

培养和提高学生自学能力、观察能力，推理思维能力。 

3、德育目标： 

培养学生形成"生物是一个统一整体"及"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生物

学辨证思想。 

通过学习人工呼吸，对学生进行关爱生命和助人为乐的教育;通过

学习呼吸频率、肺活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三)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重点：1、肺的结构和功能 

2、呼吸运动的过程 

3、气体交换的原理与过程 

分析： 

(1)肺的结构和功能是学习本节的基础，打好这个基础不仅可以使

后面的学习比较容易，还能使学生体会生物体结构与功能相适应是普

遍现象，有利于生物学观点的建立。 

(2)呼吸运动是本节基础知识的重点。该原理需要通过学生观察一

系列的动画之后，经过推理、判断等思维过程才能理解，因此也是培

养形象思维能力的重点。 

(3)呼吸运动解决的是人体外环境与肺泡进行气体交换的问题，接

着要解决的是肺泡与血液之间和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的气体如何交换

问题，无论从知识的完整性来看，还是从能力的培养来看，气体交换

的原理与过程应作为本节的重点。 

难点：1、呼吸运动的过程 

2、扩散作用及气体交换的过程 

分析： 

(1)呼吸运动是负压呼吸，而学生还没有压强的概念，就很难理解



空气是"压入"肺内而不是"吸入"肺内。 

(2)气体交换的原理是扩散作用，而扩散作用这个物理概念要从生

物学的角度教给学生是有一定困难的，加上肺泡里、血液里、组织细

胞里的气体都是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让学生理解体内气体交换的微

观过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二、教学方法 

自学导思法——老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探究 

直观教学法——主要利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 

自学导思的方式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

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

精神。 

教材中的肋骨运动的演示实验是平面的，不够形象，很难形成知

识的迁移。而媒体动画是立体的，直观的、动静结合的，结合教师的

层层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维，逐步将学生将感性的认识引导到了理

性认识，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三、学习方法指导 

1、指导观察模型、图片和动画的方法，培养观察能力。 

2、随着老师的设问，学生自学教材，主动思考，小组讨论，培养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指导学生发现并掌握知识内在的联系，总结出生物学的"统一"

原理。并学会运用这种原理指导以后的学习。 

4、学会用系统表、表格、图解表来总结，便于记忆。 

四、教学程序 

下面通过教学程序来谈谈教法、学法的具体应用。 

教学 

环节教学过程设计意图 

引言 1、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有哪些? 

学生活动： 

请学生像游泳时练习憋气那样，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看能

憋多长时间? 



2.气体的进入是由哪个系统来完成的?通过生活常识来设问，激发

了兴趣，引起学生的有意注意力，自然引出课题， 

新知识学习呼吸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设问： 

呼吸系统由哪些器官组成? 

学生活动： 

学生自学教材，观察教材中的系统模式图，观察人体模型，边观

察，边思考，边记忆，提醒三点： 

①看书和看模型要联系自己的身体，联系外界气体进入自己肺部

的通路。 

②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观察 

③注意喉、气管与食道的位置关系。 

合起书看投影图，依次回答各器官名称。让学生联系自己的身体

实际来学习，使学生感到能为自己的健康服务，从而产生亲切感，增

强学习的兴趣。 

提醒学生观察图形、模型时按一定的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从大到小或从小到大依次观察，使观察具有全面、完整、有条理和细

致的特点，进而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重点突出肺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特点。向学生渗透结构与功能

相统一的生物学辩证观点;让学生自己来总结，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概括总结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 

设问： 

1、呼吸系统各组成器官有何特点? 

2、鼻涕和痰是怎样产生的? 

3、为什么呼吸道有清洁气体的作用? 

学生活动： 

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学习上述问题，各小组汇报结果，教师小结。 

设问： 

1、肺的功能是什么? 

2、哪些结构特点与其功能相适应? 

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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