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生物真菌 初中生物教案(通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初一生物真菌篇一

知识与技能：

(1)描述观察到的的形态结构，说明草履虫整个身体只由一个
细胞构成。

(2)识别草履虫的细部特征，依据观察到的影像，把握草履虫
的结构与生命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认同单细胞生物可以独
立完成生命活动。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和资料分析，提高解决问题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以草履虫为例认同生物(除病毒外)都是由细胞构成，并初
步形成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其生活相适应。

(2)通过学习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激发热爱生物学的情
感，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

重点：单细胞生物(草履虫)的结构和功能

难点：树立细胞构成生物体的观点



ppt展示：制作的步骤图片和显微镜下口腔上皮细胞的图片。
引导学生回忆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的实验和细胞的基本结
构。思考两个问题：

问题2：自然界中有没有这样的单个细胞，它可以像一个生物
体一样独立生活

引导学生分析问题，使学生明白：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生
物体只由一个细胞构成，那么这个生物体全部的生命活动一
定也必然是由这个细胞来独立完成的。

书写板书：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体

1、引入单细胞生物的概念

身体只有一个细胞所构成，我们把它们称为单细胞生物。

(过渡：我们以草履虫为例来具体探讨一下单细胞生物的形态
结构，以及它们是怎样生活的。)

2、演示实验：观察草履虫

教师利用多媒体演示观察草履虫的实验，并引导学生思考：

问题1：通过观察你能确定草履虫是单细胞的'吗。

问题2：草履虫的外形像什么如何运动的。

问题3：草履虫通过什么结构进行呼吸。

问题4：草履虫以什么为食物食物由什么结构进入体内食物残
渣由什么结构排出

引导学生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草履虫的外形、运动状态及细
部特征。教师根据学生的表述在黑板上画出草履虫结构的板



画并进行标注，同时补充各部分结构的功能。最终，引导学
生对观察结果进行提炼和归纳，确认草履虫是单细胞生物。

(总结：通过实验观察，我们知道草履虫是一种由一个细胞所
构成的生物，它可以进行与多细胞动物相同的生命活动，比
如：运动靠纤毛来进行，取食及消化由口沟、食物泡来完成。
呼吸通过表膜、排泄由伸缩泡及胞肛完成。这一切显示：草
履虫这一个细胞相当于一个多细胞动物的生物体。)

(过渡：我们为什么要来专门研究这么一个小小的单细胞生物
呢)

ppt展示资料，学生讨论交流并归纳总结草履虫与人类的关系。

教师总结：单细胞动物个体虽小，但其所起的作用非常大，
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所以我们必须
了解单细胞动物的特征以此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师生共同总结本节所学，进行习题当堂巩固。

1、草履虫消化食物的结构是()。

a、口沟b、细胞质c、食物泡d、伸缩泡

答案：c

2、制作草履虫装片时，放少许棉花纤维是为()。

a、将盖玻片垫高，使草履虫不易死亡

b、限制草履虫的运动，便于观察

c、限制颜色的反差度，可以进行对比观察



d、与草履虫比大小

答案：b

3、草履虫体内不能消化的食物残渣排出体外是通过()。

a、收集管b、伸缩泡c、表膜d、胞肛

答案：d

4、草履虫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的途径是()。

a、食物泡b、伸缩泡c、胞肛d、口沟

答案：b

5、草履虫借着xxxxx的摆动，在水中xxxxx前进。

答案：纤毛、旋转

四、板书设计

五、教学反思

初一生物真菌篇二

（一）知识目标：

1.通过实验，了解不同浓度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2.了解水蚤的分类地位、生活环境、结构特点等；

3.掌握实验设计的一般原则；



（二）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设计简单实验的能力；

2.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探究能力；

3.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1.通过实验，认识到酗酒对人体的危害；

2.懂得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文档为doc格式

初一生物真菌篇三

探究假设：手皮肤各个部位的`触压觉不相同

实验步骤：用笔的尖端刺激手的各个部位，看看各个部位的
反应快慢情况

探究结论：手皮肤各个部位的触压觉不相同

上面对生物实验中手皮肤的触压觉知识的内容学习，同学们
都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在考试中取得很好的成绩
哦。

初一生物真菌篇四

1.说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措施。

2.通过调查、收集与分析资料，提高信息收集能力。



3.培养爱护动植物，保护生物的意识。

重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难点：正确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一)新课导入

多媒体播放爱国大熊猫暖暖的短视频，激发学习兴趣，提问：
你们还知道哪些珍稀生物呢?

(金丝猴、藏羚羊、华南虎、水杉、广西火桐、对开蕨等。)

设疑：对于这些濒临灭绝的生物，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保
护它们?导入新课。

(二)新课教学

1.建立自然保护区

多媒体展示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的图片，提问：什么是自
然保护区?

(可以把含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陆地或水体划分出来，
进行保护和管理，通过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进而保护生物。)

教师讲解明确自然保护区的意义，小组讨论，互相交流课前
查阅的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

(自然保护区是“天然基因库”，能够保存许多物种和各种类
型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为开展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自然保护区还是“活
的自然博物馆”，是向人们普及生物学知识和宣传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重要场所。)



教师补充：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
施。

2.迁地保护

(这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叫做迁地保护，能够对濒危生物
进行特殊的保护和管理)

3.建立濒危种质库

展示中国国家种质库内景，提问：我国建立了哪些种质库?他
们有什么作用?

(植物的种子库、动物的精子库等;作用：保护珍贵的遗传资
源)

4.颁布法律

出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和文件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国自
然保护纲要》等。

提问：这些法律和文件资料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有什么作用?同
桌间交流。

(上述法律和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规
定，“对于珍稀濒危物种要严格保护，除特殊需要经过批准，
禁止一切形式的猎采和买卖。”)

(三)巩固提升

有人养殖鳄和大鲵，并在市场上出售，这种行为与野生动物
保护法相抵触吗?



(人工养殖可以扩大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掌握相关养殖技术，
为野生动物的繁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养殖、出售野生动物
也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比如养殖一级国家保护动物，需
要国家林业局审批。)

(四)课堂小结

学生总结学完本课的收获。

(五)布置作业

课下制作保护珍稀生物宣传画报。

初一生物真菌篇五

1.学会科学观察的一般方法，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了解
生物的基本特征。

2.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教学活动，逐渐培养学生观察、口
头表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学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使学生成为
既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又能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的人。

1.引导学生观察生命活动的现象，并得出生物的基本特征是
本节教学的重点。

2.一些生物的特殊生理现象的分析和归类是本节教学的难点。

假如你乘坐宇宙飞船从太空中遥望地球，映入你眼帘的将是
一幅由蓝色、绿色和白色等编织而成的美丽图案。蓝色是浩
瀚的海洋，绿色是广袤的森林和原野，白色是飘动在海洋和
陆地上空的云彩。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类
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物都在这里生活和繁衍。



地球表层生物和生物的'生存环境构成了生物圈

它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

合作探究智慧碰撞

探究一：什么是生物?

探究二：如何区分生物和非生物?

观察

(1)观察是科学探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2)观察可借助哪些工具和仪器?

(3)科学观察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观察的要求：

1、要有明确的目的;

2、观察时要全面、细致和实事求是

3、要及时作好记录。

探究三：生物有哪些共同特征呢?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鸟捕食鱼

牛在草地上吃草

大熊猫吃竹叶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

(利用水、无机盐、二氧碳制造有机物葡萄糖、淀粉等)

2、生物能进行呼吸

鲸呼吸时产生的雾状水柱

野牛在晨光中呼吸

小鸟在呼吸-

鱼用鳃呼吸

3、生物能排除生体内产生的废物

动物可以通过出汗、呼出气体和排尿将废物排除

植物通过落叶将一部分废物带走

落叶是植物产生的废物

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向日葵总是向着有阳光的一方

含羞草

警觉的兔子

5、生物能生长和繁殖

菜豆的生长

红狐的生长



6.传和变异的特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

7、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人胚胎初期细胞群

一些单细胞生物

1.珊瑚是生物吗?请说明理由。

答：珊瑚不是生物，因为它是由死去的珊瑚虫分泌的外壳堆
积而成的，不具有生物的特征;珊瑚虫才是生物。

2.珊瑚虫一般生活在温暖的浅水区,这是为什么?

答：因为浅水区可获得较多的阳光，有适宜的温度，这些有
利于藻类的生长，从而为珊瑚虫提供更多的氧气。因此，珊
瑚虫一般生长在温暖的浅水区。

课后小结

生物的七大特征：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2、生物能进行呼吸



3、生物能排除体内产生的废物

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

5、生物能生长繁殖

6、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7、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课后习题

1、下列各项属于生物的是( )

a、海葵b、恐龙蛋化石

c、电动狗d、珊瑚的骨骼

2、下列各项中属于非生物的是( )

a、引起人感冒的病毒

b、会弹钢琴的机器人

c、生长在橘子皮上的青霉

d、休眠的青蛙

3、牵牛花清晨开放，傍晚关闭，这种现象说明生物具有什么
的特征·······( )

a需要营养b进行呼吸

c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d生长和繁殖



4、下列不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

a、母鸡下蛋b、火山爆发时岩浆喷出

c、大汗淋漓d、馒头上长“白毛”

5、一种雄性极乐鸟在繁殖季节，长出蓬松的长饰羽。决定这
种性状出现是由于( )

a：应激性b：多样性

c：变异性d：遗传性

6、(20xx威海)下列属于生物基本特征的是( )

a、生物都能自由运动

b、生物都需要从外界摄取有机物

c、生物都能生长和繁殖

《认识生物》一课的实践，导入新课用时一分钟左右，然后
进入自主学习阅读文本阶段。共计用时二十分钟左右。通过
我的观察，大多数学生只能读三遍，少数学生只能读两遍多
一点。然后做练习题。做练习题这个过程两班情况差不多。
从学生做题的情况来看，学生对文本仍然很陌生。对训练单
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迅速的找到相应的句子位置，更不能
直接解答。仍然要慢慢的从文本寻找。

从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在作训练单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通过教
师的引导学生能自己完成并且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
的结论。如：恐龙化石为什么不是生物?学生能够回答出它不
具备任何一种生命现象，没有一项生物的特征。不能吸收营
养物质，不能生长繁殖，不能呼吸，不能排出体内废物。对



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说恐龙化石不是生物。学生通
过自主学习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充分证明了学生自己已经完
全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在回答课后问题钟乳石在慢慢长大它
是不是生物的问题时，班级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学说是，有
的同学说不是。

争论的焦点就是“钟乳石在慢慢长大”。针对这个问题我主
要采取了“导”而不是讲，让学生看课本中的图。引导学生
明白“钟乳石在慢慢长大”和动植物的长大区别是溶岩的堆
积，不是靠吸收营养物质长大。整堂课绝大多数学生都动起
来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自主学习中来。可以说效果远胜于原来
的课堂教学。

初一生物真菌篇六

（1）全面理解健康的定义。

（2）尝试综合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3）说出保持好身体、保持好心情的方法。

（3）学会调控情绪的技能，保持心理健康。

（1）关注健康问题。

（2）培养关爱健康、珍惜生命的情感，认识到体育锻炼、做
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维护心理健康和良好社会关系对增
进健康的重要意义。

重点：尝试综合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

难点：学会调节情绪的技能，保持心理健康。教学准备

（1）、准备合适的教学多媒体材料。



（2）、准备学生活动的活动资料卡。

初一生物真菌篇七

1.描述细菌的基本形态，识记细菌的结构特点，通过比较推
测出细菌的营养方式。

2.通过分类、对比等活动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认同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

重点：细菌的形态、细菌的基本结构及其作用、细菌的特殊
结构。

难点：区分细菌结构与动植物细胞结构的区别。

(一)导入新课

教师播放图钉不同放大图片，意识到细菌是很微小的，细菌
除了小还有哪些特点?微小的细菌具有什么样的结构?通过这
几个问题。顺势引出课题——细菌的形态和结构。

(二)新课讲授

1.细菌的形态

教师描述：十亿个细菌堆叠在只有一粒米粒那么大。提问：
想观察到这么小的细菌需要借助什么结构呀?(高倍显微镜或
者电子显微镜观察)。

在ppt上展示不同细菌的图片，引导学生对细菌不同形态进行
描述，引出细菌的不同形态：球菌、杆菌和螺旋菌。教师讲
授细菌多是单细胞生物，独立生活。



过渡：细菌具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它们为什么却都属于细菌?

2.细菌的结构

出示细菌结构模型，对照教材上的细菌的结构模式图，从内
到外观察细菌的结构特点，以小组的形式共同归纳总结出细
菌的基本结构。教师板画，请学生填写名称。

(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dna、鞭毛、荚膜。)

通过多媒体播放细菌的运动的视频，提问：是否所有细菌都
具有鞭毛和荚膜?鞭毛和荚膜具有怎样的功能?。

(并不是所有都具有，鞭毛可以帮助细菌进行运动，荚膜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还与细菌的致病性有关。)

随后引导学生将细菌与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进行比较，有什
么不同?

(细菌虽有dna集中的区域，却没有成形的细胞核。细菌没有
叶绿体，不能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不能自己制造有机
物，只能利用现成的有机物生活，并把有机物分解为简单的
无机物。)

从而得出原核生物的概念，与植物细胞比较，得出细菌的营
养方式为异养。

(三)巩固提高

结合着细菌的结构，思考细菌在生态系统中应该扮演什么样
的角色?(属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四)小结作业



师生共同总结本课的知识点。

开放性小结作业：细菌又是怎样繁殖后代的呢?下节课一起讨
论。

初一生物真菌篇八

探究假设：人体呼吸时二氧化碳的体积分数有变化(呼出气体
比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多)

实验步骤：1)将澄清的石灰水倒入两个烧杯，标号1、2。

2)用塑料管向1号烧杯的石灰水里吹气。

3)将塑料管插入2号烧杯的石灰水中，再将洗耳球的吹嘴对准
塑料管的管口，然后用手挤压洗耳球，将空气吹入石灰水中。
（1号比2号浑浊）

探究结论：呼出气体比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多

以上对探究呼吸时二氧化碳体积分数的变化知识的内容讲解
学习，同学们都能很好的掌握了吧，相信同学们会从中学习
的更好。

初一生物真菌篇九

1、知识目标：能说出细胞含有的物质以及细胞膜具有控制物
质进出的功能；

能描述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在能量转换中的作用。

2、能力目标：尝试通过生活经历分析、推测、类比、归纳等
思维活动过程，理解细胞中的物质和能量，发展科学探究能
力。



3、情感目标：培养乐于探索生命奥秘的情感，养成科学思维
习惯

[教学重点]

1、细胞中含有的物质，以及细胞膜控制物质进出。

2、叶绿体和线粒体在能量转换中的作用。

[教学难点]

1.感知物质由分子构成。

2.描述细胞质中的叶绿体和线粒体在能量转换方面的作用。

[教学思路]：讲述细胞的生活,内容比较抽象,与学生的距离
较远.教学难度较大。因此，基于学生的经验创设问题情景，
按照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先宏观后微观的顺序开展
教学活动是本节课的教学思路。

[课前准备]：糖、水、红墨水、烧杯、玻璃棒、课件

[教学方法]：基于问题情景分析、推测，类比推理

[教学过程]：

（体内缺乏生命活动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

2、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是细胞，说明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
（板书课题：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和能量）

二、授新课：

学生实验：将一些白砂糖放入盛清水的烧杯中，用玻璃棒搅
动。要求注意观察现象、得出结论。



现象：肉眼可见的白砂糖溶解在水中，成为肉眼看不见的物
质。

结论：物质是由许多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粒子组成。我们把这
些微粒叫分子。

学生实验：将红墨水滴入盛有清水的烧杯中。要求观察现象、
得出结论。

现象：红墨水散开了。

结论：分子在运动。

播放动画：糖分子在水中运动（展示微观现象）

结论：物质是由运动着的分子组成。

回顾生活经验：甘蔗水多而且甜、花生可以炸油、种植植物
需要施肥、人呼吸时吸入氧排出二氧化碳，可见细胞中有许
多的物质。（板书：细胞内有哪些物质）

讲解：根据分子的大小将物质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子比较小
的，一般不含碳的，叫无机物。如水、氧、无机盐等。一类
是分子比较大的，一般含有碳，叫有机物。如糖类、脂类、
蛋白质、核酸等。我们可以通过燃烧的方法大致区分这两类
物质。能够燃烧的是有机物，不能燃烧的是无机物。（板书：
细胞内的两大类物质）

问题情景：1、新鲜的蔬菜放的时间长了会萎焉，萎焉后的蔬
菜放入水中又会变得硬挺。

2、刚买会来的苋菜用清水洗时，水是清的，但炒熟了的苋菜
汤却是红的。

3、人呼吸时，吸入的是氧，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讨论：细胞中的物质会不会发生变化？

播放动画：细胞膜控制物质出入细胞

一、结论：活细胞的细胞膜能够控制物质的进出。（细胞需
要的有用的物质可以进入，细胞内不需要的废物加以排出。）
（板书：细胞膜能够控制物质的进出）

问题情景：1、汽车没汽油了就不能运动。

2、做了手术不能进食的病人要输葡萄糖。

3、人饥饿时会感觉头晕，说话、走路没力气。

讨论：1、汽油为汽车的运动提供了什么？

2、葡萄糖为病人生命活动提供了什么？

3、食物为正常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什么？

结论：提供了能量。

讲解：汽油、葡萄糖等有机物中含有的能量叫化学能。

讨论：如果汽车的发动机坏了，即使加了汽油，汽车能运动
吗？这说明什么？

结论：不能。发动机能够将汽油中的化学能转换成汽车运动
所需要的能量。发动机是能量的转换器。

讨论：动植物怎样获得生活所需要的能量？如人跑步、心脏
跳动需要的能量是怎样获得的

展示：有叶绿体和线粒体的细胞图片



讲解：生物体的细胞中也有能量的转换器----叶绿体和线粒
体

（指出动植物细胞中分别有哪些能量转换器）

讨论：1、叶绿体中的叶绿素能吸收光能，它能将光能转换成
什么能量？

2、动物体内没有叶绿体，依靠什么来实现能量的转换？

结论：1、植物体内的叶绿体能够将光能转换成化学能，贮存
在有机物中。依靠线粒体将化学能转换成生命活动所需要的
能量。

2、动物不能直接利用光能，通过取食获得物质继而获得能量，
再依靠体内的线粒体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转换成生命活动所
需要的能量。（板书：叶绿体和线粒体是细胞中的能量转换
器）

[本节课小结]：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

1、能说出细胞含有哪些物质，细胞膜具有什么功能

2、能描述细胞质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的作用

[板书设计]：第二章 细胞的生活

第一节 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和能量

一、细胞中有哪些物质

无机物：水、无机盐

细胞内的物质



有机物：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

二、细胞膜能够控制物质的进出

三、细胞质中有能量转换器

叶绿体：将光能转换成化学能储存在有机物中

线粒体：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转换成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练习]：

1、将一粒花生放入火中点燃，燃烧掉的物质和剩下的物质分
别是（ ）

a、燃烧的是无机物，剩下的是有机物 b、燃烧的是有机物，剩
下的是无机物

c、都是无机物 d、都是有机物

2、在细胞结构中能够使有用的物质进入细胞，把其他物质挡
在外面的结构是（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细胞质 d、细胞核

3、植物和动物细胞中都含有的能量转换器（ ）

a、叶绿体 b、线粒体 c、a和b都对 d、a和b都不对

a.叶绿体 b.线粒体

c.液泡 d.细胞核



初一生物真菌篇十

1、知识与技能:探究绿色植物的叶片在光下进行光合作用，
可以产生淀粉，进一步体验科学探究的方法。

2、过程与方法:在探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推理
的能力，以及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逐步学会
生物探究的科学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探究绿叶在光照下合成淀粉实验
让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学生明确绿
色植物光合作用的重要性，养成爱护绿色植物的情感。

重点：探究绿色植物在光下形成淀粉，光是形成淀粉的条件。
领悟“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的实验设计原理。

难点：提出问题，应用适当的手段解决问题；单一变量对照
实验的设计。

（一）课前准备

取一盆长势旺盛的天竺葵，对它进行暗处理两昼夜，再取多
个黑纸片（根据学生实验的组数而定），对多个叶片的上下
两面进行遮盖，并用曲别针进行固定。然后，把它放置到光
下进行光照数小时后备用。

（二）导入

在我们赖以生活的生物圈中，有一个巨大的生产有机物的天
然工厂，它制造的有机物养活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这
个大工厂就是生物圈中的生产者——绿色植物。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学习一下《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这个实验。



（三）实验讲授

1、先找同学起来读一下本节课的目的要求，并对本节课的材
料用具进行清点，然后播放《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的视
频文件，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了解这个实验的大体步骤和
某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

2尝试做“小科学家”的愿望。

（四）实验过程

1、提前指导兴趣小组的学生将一盆天竺葵，放在黑暗处2～3
天。（启发思考：为什么要将天竺葵放在黑暗处2～3天？）

2、在经过黑暗处理的天竺葵上选取1～2片叶子，用黑纸片将
叶片的一部分正反两面都夹紧。然后将这盆小白菜移到阳光
下照射3—4小时。选取的叶子必须大小合适，颜色比较新鲜。

（启发思考：为什么用黑纸片将叶片的一部分正反两面都夹
紧的目的？）

3、学生按照下列步骤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完成探究过程。教师
巡视指导。

（1）、剪下遮光处理过的叶片，去掉黑纸片（启发思考：.
取下遮光黑纸时，遮光部位与见光部位有明显差别吗？）浸
入盛有酒精的烧杯中，隔水加热，使叶片的绿色退去。

在本步骤的操作中，教师提醒学生注意倒入酒精的量以能浸
没叶片为准，三角架上垫上石棉网，大烧杯里倒入热水并加
盖。用酒精灯的外焰进行加热，如果高度不够，可以在酒精
灯下垫上书本，保证用外焰加热。酒精灯用完不能用嘴吹灭，
应用盖子直接盖上。



（启发思考：为什么要放在酒精中而不是水中直接加热？为
什么要隔水加热？）

（2）、取出叶片，用清水漂洗干净，放在培养皿中，滴加碘
液。由于酒精的温度比较高，可以用镊子夹取叶片，避免用
手直接拿烫伤手指。然后放入清水中来回晃，期间可以更换
大烧杯中的水。直到水变得比较清为止。（引导学生观察并
思考：这时叶片颜色有没有变化？）将叶片取出放入培养皿
中，不可直接放在实验桌上，滴加碘液，以免污染实验桌。

（启发思考：往叶片上滴加碘液的目的是什么？）（注意：
在学生实验的过程中强调应注意安全）（3）、观察实验现象：
叶片光照部分便蓝。（4）、分析得出结论：

a．光合作用的产物之一是淀粉。

b．光是绿色植物制造有机物不可缺少的条件。

光合作用的概念——光合作用就是绿色植物利用光提供的能
量，在叶绿体中合成了淀粉等有机物，并且把光能转变成化
学能，储存在有机物中。

光合作用的重要意义——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
物，不仅满足了自身生长、发育、繁殖的需要，而且为生物
圈中的其他生物提供了基本的食物来源。

这个教学环节学生基本能够独立完成，培养了学生归纳总结
的能力，教师需要进一步要求学生划出关键词，加强理解记
忆。

注意事项：

a．从上述实验可以看出叶片见光部分遇到碘液变成蓝色。实
际是淀粉遇到碘液变蓝，说明叶片的见光部分产生了有机物-



--淀粉。

b．把天竺葵放在黑暗处2～3天的目的是让叶片内的淀粉消耗
完全而便于实验。

c．用黑纸片将叶片的一部分正反两面都夹紧的目的是让该部
分不见光，易形成对比，验证光与制造有机物的关系。

d．酒精要隔水加热，直接加热不好控制温度防止发生危险。

e．碘液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使用时一定要小心。

4、整理实验仪器。

学生通过阅读教材中的实验步骤，分组讨论以上七个思考题。
通过合作学习讨论完成这七个思考题，学生理解了每一个实
验步骤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做实验时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增
强了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

由于学生在前面已经学习了淀粉遇到碘液会变成蓝色，所以
学生能很容易的根据叶片颜色的变化而得出结论。在这里有
的学生的实验现象不太明显，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其中的原
因。探究性试验强调学生大胆置疑、主动参与、共同合作，
在其中设置一些引导性、启发性、开放性的问题，学生可以
有选择地进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