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 高二生物备课
组工作计划(模板5篇)

计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步
骤。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
中加以应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一

本学期的教学工作中，我组会依然会统一教学进度、加强集
体备课、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努力。

教学进度要统一，教学重难点要把握得当；强调教学中要多
用启发试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强调把知识点讲透，深入浅出让学生
真正吸收和应用。

在本学期的备课活动中，我组也将进行教案集中分析讨论、
分享教学经验、相互听课评课等活动来提高本组整体教学水
平。

对每次考试基本上要做到学考一致，当同时也要兼顾20%之前
学习到的`相关知识的考察，难度适中，最好能分层检测学生
的学习情况。

在本学期的考试方面，我们计划每次试卷的命制，采用a、b卷，
即分层检测；考试之后的分析，每次找出特色班最好和最差
的两各班级进行分析剖析，在平行班中也找出最好和最差的
两个班分析，找出优点和不足，共同探讨下一阶段的教学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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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二

以中学生物教学大纲为准绳，以新编苏教版生物教材为蓝本，
按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落实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能力为目
标；在严格落实教学常规的同时，注重研究新教材教学的特
点和规律，积极探究课堂教学的新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和生物教学质量，努力完成教学、教研任
务。

二、工作目标与措施

（一）本学期必修班必须完成《必修3》的教学内容和《必修
一》的复习，选修班完成《必修3》和《选修3》部分内容的
教学。

（二）坚持不懈做好常规教学

1、加强备课组职能，健全集体备课制度。仍然采用组内教师
轮流编写教案和课件，相互讨论修改后资源共享的方式进行
备课。

2、结合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采用小组合作模式，恰当用好
多媒体，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摒弃灌输
式教学方法，多用启发式、探究式教学，调动学生积极性，
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让学生动口、动脑、动手，主动学
习。

3、作业做到全批全改，辅导耐心细致，并配合年级加强考风
教育。

4、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每位教师听课一学期不少于十节，
并搞好公开课的落实工作，作好评课记录。

三、本学期的教学进度安排见下表：



（一）必修班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

教学内容

1—2周

内环境的稳态体温调节

水和无机盐的调节血糖调节

3—4周

免疫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5周

单元检测动物激素在生产中的应用

6—7周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8—9周

生物群落的基本单位和生物群落的构成

10周

期中复习

11—12周

群落演替和生态系统的稳态



13周

第五章人和环境

14周

复习细胞的化学组成

15—16周

复习细胞结构和功能

17—18周

复习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19—20周

复习细胞增殖、分化、衰老和凋亡

21周

期终考试

（二）选修班教学进度安排

周次

教学内容

1—周

内环境的稳态体温调节

水和无机盐的调节血糖调节



2—3周

免疫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3周

单元检测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4周

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和生物群落的基本单位

5—6周

生物群落的构成和演替，生态系统和生物圈

7周

生态系统的稳态

8周

第五章人和环境

9—10周

期中复习

11周

基因工程概述

12周

关注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



13—14周

细胞工程概述植物细胞工程应用

15——16周

植物细胞工程和动物细胞工程应用

17—18周

胚胎工程

19—20周

期终复习

21周

期终考试

四、备课组活动安排：

周次

活动内容

第一周

研讨开学第一课的内容

研讨内环境的稳态体温调节水和无机盐的调节血糖调节

第三周

研讨免疫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调节



第五周

研讨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上课方案

第七周

研讨生物群落的基本单位和生物群落的构成

第九周

讨论期中考试范围及复习内容

第十一周

研讨群落演替和生态系统的稳态上课方案

第十三周

研讨细胞的化学组成复习方案

第十五周

研讨细胞结构和功能复习方案

第十七周

研讨复习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方案

第十九周

讨论细胞增殖、分化、衰老和凋亡的复习方案及期终复习内
容及方法



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三

为了提高高二生物教师的教学质量,促进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实
施，在生物教学中贯彻执行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老师是学
习的帮助者的精神，全面培育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本备课组本学期的主要计划和内容如下。

以课程标准和新课程理念为指导思想，认真完成教学任务，
提高教学质量，树立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和现代教育思想，提
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进一步强化
课改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切实转变教育观念，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意识，变单一的知识
传授者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

1、认真完成本学期的课堂教学任务。在包组教干和科组长的
指导下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完成高二年级的教学、教研、教改
工作。

2、加强集体备课，利用备课组活动时间，开展新课程教学研
讨，每次研讨都有中心内容和中心发言人。

3、积极参加听课、评课和学校教研活动，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共同探讨帮助本组成员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上好每堂
课努力。

1、完成必修1的教学任务。

2、认真学习和钻研教材，改变旧的教学理念，开展好促优补
弱工作。

3、认真组织周考、月考、中段考、期末考等，抓配套练习的
检查工作，促进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和积极性。

4、认真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实现知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力三个方面内容的渗透，是我们备课
组的目标。

5、每周开展一次集体备课，轮流说课。在深入学习新课程标
准的基础上，将教材归类、分项，采用"集体备课，一人执教，
集体评议，改进教案，再行教学，不断完善"的.连动式备课、
上课的方式进行。

6、进一步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切实提高现有现
代化设备的利用效率。每位教师都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课堂
教学改革，积极制作课件。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发挥现代化设备的作用。

7、深入开展教学科研，组织开展各类优质课评选活动和教学
论文评选活动，每位老师积极按时完成每学期撰写论文的工
作。

9月3--9集体讨论和制定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任务

11月1---4讨论期中考试的出题范围、方法，复习方法等

11月1--14期中考试复习

11月中旬期中试卷分析

加学校教学开放周活动集体备课;集体讨论“信息传递”的教
学方法和需增加的内容

12月底商谈期末复习计划、期末复习

元月阅卷、试卷分析



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篇四

为了提高高二生物教师的教学质量,促进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实
施，在生物教学中贯彻执行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老师是学
习的帮助者的精神，全面培育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本备课组本学期的主要计划和内容如下。

以课程标准和新课程理念为指导思想，认真完成教学任务，
提高教学质量，树立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和现代教育思想，提
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进一步强化
课改在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切实转变教育观念，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意识，变单一的知识
传授者为学生自主学习的促进者。

1.认真完成本学期的课堂教学任务。在包组教干和科组长的
指导下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完成高二年级的教学、教研、教改
工作。。

2.加强集体备课，利用备课组活动时间，开展新课程教学研
讨，每次研讨都有中心内容和中心发言人。

3.积极参加听课、评课和学校教研活动，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共同探讨帮助本组成员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为上好每堂
课努力。

1、完成必修1的教学任务。

2、认真学习和钻研教材，改变旧的教学理念，开展好促优补
弱工作。

3、认真组织周考、月考、中段考、期末考等，抓配套练习的
检查工作，促进学生学习的紧迫感和积极性。

4、认真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实现知识、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能力三个方面内容的渗透，是我们备课
组的目标。

5、每周开展一次集体备课，轮流说课。在深入学习新课程标
准的基础上，将教材归类、分项，采用"集体备课，一人执教，
集体评议，改进教案，再行教学，不断完善"的连动式备课、
上课的方式进行。

6、进一步加强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切实提高现有现
代化设备的利用效率。每位教师都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课堂
教学改革，积极制作课件。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发挥现代化设备的作用。

7、深入开展教学科研，组织开展各类优质课评选活动和教学
论文评选活动，每位老师积极按时完成每学期撰写论文的工
作。

9月3--9集体讨论和制定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任务

11月1---4讨论期中考试的出题范围、方法，复习方法等

11月1--14期中考试复习

11月中旬期中试卷分析

加学校教学开放周活动集体备课；集体讨论“信息传递”的
教学方法和需增加的内容

12月底商谈期末复习计划、期末复习

元月阅卷、试卷分析

工作计划



高二生物备课组教学计划篇五

朱梅红高二（5、6、7、8）班生物教研组长

张海婷高二（9、10、11）班，初一（2、3）班、高一备课组
长

许金桃高二（12、13、14）班

陈平高二（1、2、3、4）班、通用技术实验员

本学期生物教学任务非常艰巨，学习内容是整个第三模
块“稳态与环境”，及第二模块。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
学业水平测试的`第一阶段复习，能够争取开始选修三内容的
教学。客观上，授课时间紧，教学内容多，面临学业水平测
试。主观上，由于功课繁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用来学习
生物的学习时间都不能乐观估计。

3．落实公开课的开设，加强新老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
使教师的专业成长；

5.本学期完成必修2的部分内容和必修3的全部内容，为第二
学期的水平测试做好准备。文科班面对高二水平考试，争
取100%过关。理科班在完成水平考试的基础上，夯实双基，
面向高考，考点内容都要求把握。重点班还要增加一些难度，
训练学生的各种能力。

工作重点是抓住课堂，增加课堂的思维容量与吸引力，提高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让学生在知识
和应试技能方面都有所提高。

1、集思广益,加强集体备课，使教学案更合理有效。

2、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多途径的方法指导、注重利用概念图等



形式对知识与方法进行与概括，形成知识网络。

3、本模块涉及实验需要开展的虽然不多，但是其中蕴含的科
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探究能力等却很重要，我们备课组
将加强探讨“如何以文本为载体，使学生掌握并理解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科学探究能力，提高生物学素养”。

4、利用课件、学案等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以问题
串的形式开展教学时，注意问题的有效性，适当增加课堂讨
论。同时结合生物学史及现代科技发展的事实，教育、引导
学生解决实际应用性问题。

5、加强对经典试题的研究，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工作。

6、加大对后进生的关注与帮助。

2．新教材的教研活动作为工作的重点。每位教师认真参与学
校及教研组组织的各类远程培训学习，认真做好笔记，一学
期不少于3次培训学习，交2-3篇培训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