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细胞教学设计 细胞的基本结构的教
学反思(精选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细胞教学设计篇一

相关概念：

细胞质：在细胞膜以内、细胞核以外的原生质，叫做细胞质。
细胞质主要包括细胞质基质和细胞器。

细胞质基质：细胞质内呈液态的部分是基质。是细胞进行新
陈代谢的主要场所。

细胞器：细胞质中具有特定功能的各种亚细胞结构的总称。

二、八大细胞器的比较：

生物知识点1、线粒体：(呈粒状、棒状，具有双层膜，普遍
存在于动、植物细胞中，内有少量dna和rna内膜突起形成嵴，
内膜、基质和基粒中有许多种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线粒体
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大约95%来自线粒体，是细胞的“动力车间”

生物知识点2、叶绿体：(呈扁平的椭球形或球形，具有双层
膜，主要存在绿色植物叶肉细胞里)，叶绿体是植物进行光合
作用的细胞器，是植物细胞的“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
换站”，(含有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还有少量dna和rna，叶
绿素分布在基粒片层的膜上。在片层结构的膜上和叶绿体内



的基质中，含有光合作用需要的酶)。

生物知识点3、核糖体：椭球形粒状小体，有些附着在内质网
上，有些游离在细胞质基质中。是细胞内将氨基酸合成蛋白
质的场所。

生物知识点4、内质网：由膜结构连接而成的网状物。是细胞
内蛋白质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

生物知识点5、高尔基体：在植物细胞中与细胞壁的形成有关，
在动物细胞中与蛋白质(分泌蛋白)的加工、分类运输有关。

生物知识点6、中心体：每个中心体含两个中心粒，呈垂直排
列，存在于动物细胞和低等植物细胞，与细胞的有丝分裂有
关。

生物知识点7、液泡：主要存在于成熟植物细胞中，液泡内有
细胞液。化学成分：有机酸、生物碱、糖类、蛋白质、无机
盐、色素等。有维持细胞形态、储存养料、调节细胞渗透吸
水的作用。

生物知识点8、溶酶体：有“消化车间”之称，内含多种水解
酶，能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杀死侵入细胞的病
毒或病菌。

细胞教学设计篇二

本课是第四单元的一篇科学小品文。本单元的主题是“珍惜
资源，保护环境”。本文通过列举说明了只有一个地球的事
实这虽然只是科学小品文，可却洋溢着作者滚烫的情感，为
地球的现状而沉痛，为地球的命运而担忧，为地球的遭遇而
愤慨，为地球的前途而呐喊。

地球环保、天文知识，一向是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课前我



布置学生预习时，让他们搜集有关地球常识的资料。课上，
学生们谈到了地球的结构、宇宙的知识甚至有人谈到了太阳
黑子。这诸多材料似乎与课文内容相距甚远，于是我话锋一
转，“同学们，你知道吗，美丽的地球正在一天天老去，我
们不排除它讲毁灭的可能。到那时人类该怎么办呢？”这句
话总算把孩子们的思路引了回来，但也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
间。

我先用课件播放了一段地球知识的视频，学生初步感受地球
的可爱。本文列举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活动范
围很小，地球被破坏没有其它星球可去”。这三个方面，说
明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教学中，我引导学生抓住“只有、
本来、至少”等重点词语，通过指名读、分开读、齐读等多
种形式的朗读，使学生深入理解教材，感受只有一个地球的
事实，从而感受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意义。

细胞教学设计篇三

《只有一个地球》是人教社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一册第三单
元的一篇说明文，它介绍了有关地球的知识，说明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整篇文章条理清晰，说服力强。由于是说明文，
文中用了不少列数字、举例子的说明方法，来说明地球资源
的缺乏和不能移居的事实。但是对于学生来说，由于这些数
字的庞大、例子的遥远，仍然感觉很抽象。这时，我就采取
列举实例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

如，课文中有这样几句话来说明地球的渺小：“但是，同茫
茫宇宙相比，地球是渺小的。它是一个半径只有六千三百多
千米的星球。在群星璀粲的宇宙中，就像一叶扁舟，它只有
这么大，不会再长大。”学生看了以后一脸茫然，不能领会
到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我就举例子告诉他们，如果把光明
小学的操场比作宇宙，那么地球就相当于操场上的一粒尘土。
这下子就形象起来，学生们就能领会到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



又如，课文第六自然段通过列数字告诉我们人类无法移居的
事实：“科学家已经证明，至少在以地球为中心的40万千米
的范围内，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个星球。人类不能指望
在破坏了地球以后再移居别的星球上去。”学生对40万千米
的概念很模糊，我就告诉他们地球离太阳是1.5亿千米，坐飞
机去的话大约要二十几年，这么一估计，40万千米坐飞机得
五六百万年才能到达。这么一举例，学生们恍然大悟，一下
子都明白了。

细胞教学设计篇四

本节内容涉及的概念较多而且抽象：比如克隆、遗传信
息、dna、染色体。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偏低，本
节课重在让学生理解细胞核、染色体、dna、基因的关系，并
且能够举例说出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这节课的内容
不多，但要想让学生对前面四个知识点能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这节课并不容易上，因为学生之前也有些关于dna，基因的知
识，但并不理解这几种物质的关系，有一定难度。

我用上课铃声、天气预报说明我们的生活需要信息，同样生
物的生长发育也需要信息。借用俗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明西瓜、大豆里存在某种信息指导他们的发育成自己的样
子。接着说我们长得像自己的父母就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
了某种信息，像这样能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信息，称为遗
传信息。它决定我们外表即性状表现。

自学“资料分析”，得出结论：遗传信息在细胞核中。引导
学生思考，信息都需要物质作为载体。文字、图片的载体是
纸；天气预报的载体是收音机；新闻的载体是电视等等。遗
传信息也有载体，是什么？——dna。

dna分子很长可以分成很多片段，这种具有特定遗传信息
的dna的片段称为基因。



结合以前学习内容，细胞染色最深的部位是细胞核，介绍细
胞核中有一种极易被碱性染料染色的物质，也因此被命名为
染色体。而染色体是由dna和蛋白质组成的。

出示“从dna到染色体的图解”，让学生归纳细胞核、染色体、
dna与基因的关系。

这样上课还是不能保证每位同学都能理解，只能靠课下问同
学和老师。另外，理解了还要能说出来。

细胞教学设计篇五

《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体》这节课的知识点不多，教学内容
也较为简单，为了避免难度较小的内容不能很好的吸引学生
来学习，我在课前布置了有关第二课堂的活动，让学生学生
运用自己所学过的调查方法（上网、去图书馆、上书店等），
收集了大量有关单细胞生物的资料。他们怀着极大的积极性
参与进来，大大增加了他们获取知识、锻炼思维的能力和机
会。

通过开展以调查为主的第二课堂的活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并提高了学习的效果。

在能力目标的体现方面，学生根据找到的资料，用自己的语
言形容单细胞生物，使课堂显得活跃起来。另外，学生通过
观察并说出草履虫的结构和功能，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概括
总结能力。

在情感目标方面，由于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
台，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分析了赤潮这样的环境污
染事件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就引起了学生的感情共鸣，有
效地进行了环保教育。

在本课中，我更加认识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不是



主角，学生才是主体，而教师是引导学生学习和创新的引路
者。在本节教学过程中，我与学生一起充分享受到了主动学
习的乐趣。

细胞教学设计篇六

《只有一个地球》是人教版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下册第二单
元“人类的家园”的第1课。我上的是这一课的第1课时，带
领学生完成前两个部分：地球地奉献、我们唯一的家园的学
习。教材中编排这两部分内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学生认
识到地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许多资源，是我们人类的唯一
的家园。

本节课的教学中，我紧紧围绕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力争创造
高效课堂。

首先，我以谈话的方式导入新课，“同学们，地球是宇宙的
奇迹，生命的摇篮，人类共同的家园。了解她，对我们来说
意义重大。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只有一个地
球》。”简洁明了，直奔主题。然后，带领学生学习“地球
的奉献”部分。通过诵读《我们田野》，让学生感受地球的
美丽与馈赠，再讨论：地球还向我们提供了哪些资源？以此
让学生在交流讨论中认识到地球物产的丰富，这些资源与我
们的生存与生活至关重要。学完了这一部分后，我话锋一
转“没有了这些资源，我们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我们怎么
办？”转入“我们唯一的家园”的学习。学生先通过课文中
与师生交流的材料认识人类至今没有找到宜居的星球。后再
了解“生物圈2号”实验及其失败的原因，感受到了，对我们
人类来说，地球是我们不能离开的地方。到此，学生们自然
有感而发，谈感想时都是“地球对我们太重要”样的声音。

教学中，我使用了多媒体投影仪这个设备，通过播放幻灯片
来提高效率。我准备了图片，准备了音乐，准备了视频？？
这样做，丰富了课堂的容量。



但是也正是这次的运用，让我认识到了多媒体投影仪的不足。
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课件的内容进行更改和补充，如果
要改动或是增加，必须退出播放再进行。课堂上一旦出现这
种情况，势必会影响教学的进度。

其次，制作多媒体课件确实比较费时间。如果没有现成的课
件，再加上不熟悉课件的制作方法，这样的上课方式难以广
泛使用。

怎么办？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使用电子白板上课。它可以随时更改
和补充教学内容。方便快捷，避免白费了课堂上的宝贵时间。
这种可以直接将与课堂教学相关的素材展示出来。它不需要
每个人都学会专用的。课件制作软件了，要什么，就从资料
库中调用。没有的，弄好放在资料库，直接调用就可以。这
样的设备更是节省出了制作课件的时间。

那就从最简单的电子白板操作开始吧。

细胞教学设计篇七

1、描述单细胞生物的形态结构特点。

2、描述单细胞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

3、举例说出单细胞生物对外界刺激能产生反应。

：熟悉制作临时玻片标本的方法。

1、描述单细胞生物的形态结构特点。

2、描述单细胞生物的生命活动特点。



教学难点：举例说出单细胞生物对外界刺激能产生反应。

[引言]：伴随着虫鸣鸟啼的《湖天春色图》曲，cai出示各种
单细胞生物的图片——细菌、酵母菌、眼虫、变形虫、衣藻、
小瓜虫、喇叭虫、有孔虫、带藻、甲藻。

[讲述]：单细胞生物的种类很多，广泛分布于淡水、海水和
潮湿的土壤中。根据单细胞生物能否进行光合作用，它们又
可分为单细胞动物和单细胞植物，虽然单细胞生物仅由一个
细胞构成，但是它们能独立地完成营养、呼吸、排泄、运动、
生殖等生命活动。

饶有兴趣地观看这些单细胞生物。并能区别出单细胞植物与
单细胞动物。

[讲述]：我们今天就以草履虫为代表来进行探讨。

cai出示问题：

（1）制作草履虫的临时玻片标本。

（2）使用显微镜观察草履虫的临时玻片标本，观察草履虫的
外形以及如何运动。

（3）草履虫是植物还是动物？理由？

（4）草履虫的身体只由一个细胞构成，草履虫是如何完成生
命活动的？

[观察草履虫]取一洁净的载玻片平放，在一端滴上一滴带有
草履虫的培养液，放上少许棉纤维，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
镜检，观察草履虫。

[播放flash]：草履虫的结构特征。



生活环境：草履虫生活在有机质丰富、水流平缓的池塘和污
水沟中。主要食物是细菌和单细胞藻类。一个草履虫每天大
约能吃掉4.3万个细菌，因而对污水有一定的净化作用。

形态结构：体长大约不到一粒芝麻的1/10，只能用显微镜观
察到。形状像倒转的草鞋底，全身布满了纤毛。

[出示]：草履虫的结构模型。请一位同学讲解模型。

生命活动：具有动物细胞的基本结构：细胞膜（表膜）、细
胞质和细胞核。

纤毛：运动（草履虫依靠表膜上纤毛的摆在水中旋转前进）。

表膜：呼吸和排泄的功能。

食物泡：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的功能。

伸缩泡：排泄废物的功能。

生殖方式：分裂生殖

学生思考回答

教师：既然大家认为草履虫也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那我
们能否证明？如何证明呢？

cai出示：（1）给草履虫怎样的刺激？

（2）怎样做才能既刺激它又不伤害它？

（3）如何观察和比较草履虫对不同刺激的反应？

（4）需要对照实验吗？



引导学生参照教科书的实验制定并实施探究

[探究]：草履虫对刺激的反应。

[提出问题]：草履虫对各种刺激（如化学物质等）可能产生
反应。

[作出假设]：（1）草履虫逃避食盐这种刺激。（2）草履虫
趋向糖这种刺激。

同一实验组两人分别进行探究1和探究2

[实验原理]生物体对外界刺激都能作出一定的反应。虽然草
履虫的结构很简单，但是它对外界的有利刺激或有害刺激能
够作出反应。

[实验装置图]

[实验设计思路]探究草履虫对刺激的反应这个活动是本节的
难点，本实验的重点是实验方法的设计，制订实验时，通过
步步设疑，引导学生制定己的实验并实施，培养学生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度；发展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探究实验1]：取一洁净的载玻片平放，在一端滴上一滴带有
草履虫的培养液，另一端滴上一滴清水，并使培养液和清水
连接。在放盐粒的一侧先放少许棉纤维，然后在棉纤维外面
再放食盐粒。3分钟后观察现象。

[探究实验2]：取一洁净的载玻片平放，在一端滴上一滴带有
草履虫的培养液，另一端滴上一滴清水，并使培养液和清水
连接。在放盐粒的一侧先放少许棉纤维，然后在棉纤维外面
再放糖粒。3分钟后观察现象。

[全班交流]：略。



[播放flash]：草履虫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得出结论]：单细胞生物能趋利避害，适应环境。

单细胞生物的利与弊

引导学生说出单细胞生物对人类的利与弊

利：净化水体、饵料、食品制作、释放氧气等

弊：引起人体和其他动物的各类疾病

每个实验小组两人分别进行探究1和探究2的操作，观察3分钟
后得出结论：草履虫能趋向有利刺激，躲避有害刺激，适应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