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 八年
级生物学期末工作总结(大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篇一

本学期，我担作八年级四个班的生物教学工作，从各方面严
格要求自己，结合本校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使教学
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现对本学期教学工作
作出总结，希望能发扬优点，克服不足，总结经验教训，提
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成果。

不但备教材而且备学生备教法，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的实际，
设计新课的类型，拟定采用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过程及时
间安排做了详细的记录，认真写好教案。每一课都做到“有
备而来”，每堂课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课后及时对该
课作做出总结，并认真搜集每课书的知识要点，归纳成集。

增强上课技能，提高教学质量，使讲解清晰化、条理化、准
确化、情感化、生动化。做到线索清晰，层次分明，言简意
赅，深入浅出。在课堂上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
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学得容易，学
得轻松，学得愉快；注意精讲精练，在课堂上老师讲得尽量
少，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尽量多；在对待学生提出问题的时候，
做到不厌其烦，同时在每一堂课上都充分考虑每一个层次的
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

1、每节课后针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有针对性的讲解代表性



的习题，对学生的课堂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分析并记录好
学生的`作业情况，将他们在练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
分类总结，及时进行评讲，并针对出现有关情况及时改进教
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

2、做好课后辅导工作，注意分层教学。在自习课时，针对不
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辅导，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
求，使每一个学生都学得会、记得牢。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复习计划，加强复
习的目标性难度，梯度由易到难设置，对全册书的复习工作
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使得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适应，跟上
复习的进度，达到“全面开花”的目的。

经过近段时间对教学工作的总结与反思。认为还有以下几点
需要努力：

2、对学生，对教学工作要更加用心；不管做任何工作，要坚
持认真，踏实；

3、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培养是重中之中；

4、在此基础上，在平时的教学中更应加强思维能力和实验探
究能力的训练；

6、另外还要始终不一地坚持语言的规范训练，善于用生物术
语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一学期来，我本着一切以学生为本、工作为先，坚持
出满勤，不迟到，不早退，更无旷工、旷课现象。当
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工作中仍发现自己存在很
多不足之处，定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从
而不断提高，不断进步，能够为我们亳州的教育尽自己的绵
薄之力。



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篇二

本学期我担任初二六个班的生物教学工作，经过一个学期的
教学，有收获也存在不足，现总结如下：

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变被动接
受式学习为主动探究式为突破口，使教材符合学生发展的需
要和社会需要，反映生物科学的新进展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
应用。

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是课程标准。课程标准中与本册相对应
的内容涉及三个一级主题，分别如下：

“六、动物的运动和行为”在教材中列为第五单元第一章和
第二章。“八、生物的多样性”中，动物的类群、细菌、真
菌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安排在第五单元；生物的分类和保护
生物的多样性重要意义等，安排在第六单元；“九、生物技
术”“举例说出发酵技术在视频制作中的作用”、“说明食
品的腐坏原因”和“运用食品保鲜的一般方法”安排在第五
单元第五章。

教材内容的选择是以课程标准为依据的，但是，这些内容在
本册书中呈现出的体系，则与课程标准中的具体内容标准的
排列顺序有明显差别。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是靠虑学生的
认知规律，即力求“实现学科内在逻辑与学生的认知逻辑的
统一”

学生通过以前五个单元的学习，对生物界的概貌有了全面的
了解，对生物的各个类群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安
排第六单元《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学生以了解了植物、动物以及细菌和真菌等主要类群的特征，
这就是为学生学习生物分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学生对生物
种类及环境的多样性已经有了不少感性的认识，但对于生物



多样性的内涵、重要意义即人类应当采取的对策，尚需进一
步抽象、概括和深入探讨，因此，教材在第六单元的后两章
安排了认识生物的多样性和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等内容。根据
学生认知规律，设计教学内容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倡导探究性学习是通过生物课程标准的重要理念之一。设计
并安排好科学探究活动，是教材贯彻落实这一课程理念的关
键所在。在总结前两册经验的基础上，本册教材继续加大科
学探究的力度，并注意安排合理的梯度。

从数量和类型上看，八年级上册共有探究活动41个；有关探
究活动的栏目类型包括“观察与思考”、“资料分
析”、“探究”、“实验”、“演示实验”、“调
查”、“模型制作”、“制作”、“技能训练”、“角色扮
演”、“课外实践”等。

通过教材这些内容的设计既能激发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
又能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的能力。

1.生物的多样性的价值

只有深入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才能更好地树立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观点。

2.科学技术的价值

科学本身是探求自然界的奥秘，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
自然界的好奇心，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认识论价值。
科学通过技术转化为人们改进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手段，发展
生产力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又具有实践价值。科学技
术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往往带来人们预想不到的负面影
响，因此，其实时简直就相当于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具有
两面性。



3．其他方面

本册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渗透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比如
《动物的学习行为》一节的练习题联系学生的学习态度；两篇
“科学家的故事”都介绍科学家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
通过介绍我国生物种类的丰富多样，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通过“生物学与文学”和“生物学与艺术”栏目，培养学生
的审美情趣等等。

程。并不是所用的课程都要存在这几种学习方式，也并不是
对每一个知识点的学习都要依靠这几种学习方式，关键是否
在学习过程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在学生的能力
高低不等的情况下，需要教师对于这几种学习方式有机结合
地进行。拿探究式学习来说，八年级上册生物设置了探究活
动给与学生更大的自主性，并且由浅入深地进行。不少探究
活动都是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自主制定探究
计划。例如，关于鱼鳍的作用的探究、不同环境中的细菌和
真菌的探究、生物的学习行为和通讯的探究等。完全依靠学
生根据以前的探究学习独立完成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
实验、进行实验、分析论证、评估、交流等七个过程。使学
生的学习逐渐独立起来，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综
合素质。

在教学中，大部分的学生上课认真，学习积极，在考试中取
得了较好的成绩，也掌握了一些学习生物的方法和生物实验
技能。但有部分同学上课没有课本，不听课，不思考，不做
作业；有些同学考试不认真，成绩很差也没有羞耻感。由此，
导致部分同学学习成绩很差。但本人认真备课、上课、听课、
评课，及时批改作业、讲评作业，做好课后辅导工作，广泛
涉猎各种知识，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严格要求学生，
尊重学生，发扬教学民主，使学生学有所得，不断提高，从
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思想觉悟，并顺利完成教育教
学任务。



通过一学期来的努力，通过新的课标的实施学习，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学生学习生物
的兴趣。学生掌握了学习生物的方法，自学再生能力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高，但由于环境与条件的制约，缺乏大环境的熏
陶，学生的成绩还参差不齐，整体成绩提高得不快，有些甚
至不尽人意，这有待今后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借鉴与完善。

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篇三

1、备课。由于是新教生物,所以每节课不但备学生而且要备
教材、备教法，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设计好课的
类型，拟定采用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过程的程序、时间安
排都作了详细的记录，认真写好教案。每一堂课都做到“有
备而来”，每一堂课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课后及时对
该堂课进行总结，写好课后反思。

2、上课。增强上课技能，提高教学质量，使讲解清晰化，条
理化，准确化，条理化，准确化，情感化，生动化，做到线
索清晰，层次分明，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在课堂上特别注
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作
用，让学生学得容易，学得轻松，学得愉快;注意精讲精练，
在课堂上老师讲得尽量少，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尽量多;同时在
每一堂课上都充分考虑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能
力，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

3、作业。布置作业做到精读精练，有针对性和层次性，对学
生的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分析并记录好学生的作业情况，
将他们在作业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时作出分类总结，及时进行
的评讲，并针对出现有关情况及时改进教学方法，做到有的
放矢。

4、辅导。在课后，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辅导，以满
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求



总之,通过我一学期的努力,学生对生物有很大兴趣,我也非常
高兴.希望来年再接再厉.

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篇四

第一章各种环境中的动物

一、水中生活的动物

1、鲫鱼适于水中生活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1)体色：背面深灰黑色,腹面白色,不容易被敌害发现;

2)体形：梭形,游泳时减少水的阻力;

4)有鳍游泳：(胸鳍、腹鳍：保持鱼体平衡;尾鳍：保持鱼体
前进的方向);

5)用鳃呼吸;水从口近,鳃盖的后缘出

6)体内有鳔,能调节身体比重,在鳍协助下可以停留在不同水
层;

7)体外受精,水中发育.

2、鱼类的主要特征：终生生活在水中,身体表面大多覆盖着
鳞片,用鳃呼吸,用鳍游泳,心脏一心房一心室.

形态：鳃丝呈细丝状

3.观察鳃颜色：红色(因为有丰富的毛细血管)

结构：有鳃弓、鳃丝、鳃耙组成

腔肠动物：海葵、珊瑚等



软体动物：乌贼、河蚌等

4.其他水生动物甲壳动物：虾、蟹等

其他水生动物：海豚、龟等

水域环境是水生动物的乐园

5.水域环境的保护污染物、农药化肥的使用等破坏水域环境

水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二、陆生生活的动物

1.陆地生活的动物一般都有防止水分散发对环境的适应

一般具有支持躯体和运动的器官

一般具有能在空气中呼吸的、位于身体内部的各种呼吸器官

普遍具有发达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能够对多变的环境及时
做出反应

2.蚯蚓(环节动物)的形态特点：

(1)体形：长圆柱形,两端尖细,可减少土中钻动时的阻力,适
于穴居钻行生活;

(2)身体由许多体节组成;

(3)环带：靠近身体前端有一节特别大,颜色较浅,且光滑,指
环状,是区别蚯蚓前后端的标志.

(4)刚毛：协助运动;



(5)湿润的体壁：进行气体交换,完成呼吸.

3、家兔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1)体表：被毛,有保温作用,对家兔维持体温恒定有很重要的
作用;

2)消化：牙齿分化为门齿(切断食物)、臼齿(磨碎食物);消化
管很长,并且有特别发达的盲肠,与植食性生活相适应.

3)血液循环：心脏为完整的四个腔,两条完整的循环路线,体
温恒定.

4)神经系统：由脑、脊髓、神经组成,大脑发达

5)生殖：胎生(有胎盘)、哺乳,大大提高了后代的成活率.

6)哺乳动物的主要特征;体表被毛,牙齿有门齿、犬齿、臼齿
的分化,体腔内有膈,用肺呼吸,心脏四腔、体温恒定,大脑发
达,胎生,哺乳.

例如：蝙蝠、鸭嘴兽、袋鼠鲸、虎、黑猩猩等

三空中飞行的动物

1.鸟类

1)家鸽适于飞行生活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点：

(2)身体呈流线型,有利于减少飞行时空气对它的阻力;

(4)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有喙无齿,直肠短,不储存粪便,有利
于减轻体重;

(5)心肌发达,血液循环快,血液输送氧、营养物质的能力强;



(6)用肺和气囊进行双重呼吸,保证家鸽飞行时得到充足的氧
气.

2)鸟类的主要特征：有喙无齿,被覆羽毛,前肢变为翼,骨中空,
内充空气,心脏分四腔,用肺呼吸,气囊辅助呼吸,体温恒定,生
殖为卵生.

2.昆虫1)观察昆虫的翅辨认昆虫

2)蝗虫的发育：不完全变态发育

孵化5次蜕皮

受精卵跳蝻(幼虫,没有翅,不能飞,能跳跃,形态与成虫(能飞)

生活习性与成虫相似,只是身体较小,生

殖器官不成熟,也叫若虫)

不完全变态：卵若虫成虫

3)昆虫的特征：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胸部着生有运动
器官-足和翅

外骨骼防止体内水分蒸发

4)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身体有很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
骼;足和触角分节

四.水陆两栖的动物

两栖动物1)青蛙生殖和发育的特点：都在水中进行,水中产卵,
体外受精,变态发育.

受精卵蝌蚪幼蛙成蛙



2)变温动物：体温随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如：鱼类、
两栖类、爬行动物.

2)主要特征：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变态发育成成体

成体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吸,同时用皮肤辅助呼吸

第二章动物的行为

一动物的运动依赖于一定的结构

1.动物行为的概念：动物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利于它们存活和
繁殖后代的活动

骨关节面(有关节头和关节窝组成)

骨骼骨连接(能活动的骨连接叫关节)关节囊

2.运动系统的组成关节腔

骨骼肌肌腹：由肌肉组织组成,能够收缩和舒张

肌键：位于骨骼肌两端,分别附着在两块相邻的骨上,属于结
缔组织.

运动时,肌肉的收缩、舒张牵引着骨绕着关节运动,因此,在运
动中,骨是杠杆,关节是支点,骨骼肌产生运动的动力.

3.关节的结构和功能：既牢固又灵活

关节面关节头覆盖有一层软骨(减少摩擦,缓冲震动)

关节窝

关节腔：内有滑液,润滑关节软骨,减少摩擦,使运动灵活自如



4.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屈肘时,肱二头肌收缩,肱三头
肌舒张

伸肘时,肱三头肌收缩,肱二头肌舒张

运动由运动系统、神经系统(调节)、消化系统(提供能量)、
呼吸系统(提供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循环系统(运输营养物
质和代谢废物)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

动作产生的意义：动物发达的运动能力,有利于觅食和避敌,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二、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概念

先天性行为实例

2.从行为的获得途径上,动物行为分为概念

学习行为实例

1)、先天性行为：凡是动物生来就有的,由身体里的遗传物质
所控制的行为.是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由遗传因素决定.

实例：蜜蜂采蜜、蚂蚁作巢、鸟类迁徙、小鸟在池边喂金鱼
等

2)、后天性行为(学习行为)：不是动物生来就有的,而是动物
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生活经验和“学习”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
行为活动.

实例：训练蚯蚓走迷宫,大山雀喝牛奶,黑猩猩吃高处的香蕉
等



3.研究一种动物的行为探究菜青虫的取食行为

探究动物的绕到取食

三、社会行为

1.概念：营群体生活的动物,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分工合作,
共同维持群体的生活,从而具有一系列行为.

群体内的不同动物个体之间,通过动物的活动、声音和气味等
来传递信息.

3.具有社会行为的动物举例白蚁群体(无等级制度：雌蚁、雄
蚁、工蚁、兵蚁))

狒狒群体(有等级制度：“首领”雄狒狒、下级雄狒狒、雌狒
狒、幼狒狒)

4.群体中的信息交流动物动作、声音和气味等都可以起传递
信息的作用

探究蚂蚁的通讯

第三章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一、动物在自然界的作用

维持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生态平衡概念

动物食食物链不可缺少的环节,维持着生态平衡

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过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尿液等
可被植物重新利用

遗体被分解后,释放二氧化碳、含氮无机盐等也可被重新利用



帮助植物传粉、传播种子有益：传粉、传播种子,扩大分布范
围

有害：数量过多危害植物

二、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调查活动：调查目的、材料用具、方法与步骤、注意事项

调查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食
用、药用、观赏用等

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生物反应器的概念

动物与生物反应器最理想的“乳房生物反应器”及开发前景

生物反应器的好处

仿生的概念

动物与仿生仿生的例子：雷达、飞机、

第四章分布广泛的细菌和真菌

一、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菌落的大小

观察菌落菌落的形态区别细菌和真菌的菌落

菌落的颜色

配制培养基,高温灭菌



培养细菌和真菌的一般方法接种

恒温培养

设计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方案

完成实验过程

分析结果、得出结论

归纳细菌和真菌生存的条件,适宜的温度、有机物

二、细菌

1.细菌的发现：17世纪后叶,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细
菌

19世纪中叶,巴斯德研究细菌,说明细菌不是自然发生德

大小：个体微小,高倍镜或电镜下可见

形态：单细胞,有球菌、杆菌、螺旋菌

营养方式：没有叶绿体,异养型,分为寄生和腐生两种方式

细菌的生殖：分裂生殖,遇到不良环境,可形成休眠体芽孢,速
度很快.

三、真菌

多细胞个体：蘑菇：食用或者药用

1.各种各样的真菌霉菌：青霉和曲霉的观察比较

单细胞个体：酵母菌：酿酒、做面包等



2.主要特征：细胞内有成形的细胞核;能够产生孢子,孢子能
够发育成新的个体;体内没有叶绿素,营养方式属于异养.

3.真菌的繁殖：孢子繁殖

第五章细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一、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1、作为分解着参与物质循环

细菌引起人或动物患病如：链球菌引起扁桃体炎

真菌引起人或动物患病：足癣

2、引起动物或人患病真菌引起植物患病,小麦叶锈病

生产应用：以菌治虫

共生的概念

3、与动物共生真菌与藻类植物共生形成地衣

共生举例根瘤菌与豆科植物植物共生形成根瘤

肠道内细菌与动物(包括人)共生

二、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发酵现象

发酵原理

1.细菌、真菌与食品的制作发酵技术的应用及其产品



甜酒的制作

分析食品腐败的原因

2.细菌、真菌与食品的保存食品保存的原理

分析并归纳食品保存的方法

抗生素的概念及其在医学上的应用

3.细菌、真菌与疾病的防治转基因技术与胰岛素

4.细菌与真菌与环境的保护：污水处理厂

八年级生物期末总结人教版篇五

一个学期来，本人担任了初二三个班(167c、168c、169c)的生
物的教学，现将这一个学期来的教学工作总结如下：

“学海无涯，教无止境”，只有不断充电，才能维持教学的
青春和活力。所以，一直以来我都积极学习。一学期来，我
认真参加学校组织的新课程培训及各类学习讲座。另外，我
还利用书籍、网络认真学习了生物新课程标准、以及相关的
文章如《教育的转型与教师角色的转换》、《教师怎样与新
课程同行》等。通过学习新课程标准让自己树立先进的教学
理念，也明确了今后教学努力的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知
识的更新，也催促着我不断学习。平时有机会还通过技能培
训、网上听课、公开课等使自己在教育教学方面不断进步。
通过这些学习活动，不断充实了自己、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
见识、为自己更好的教学实践作好了准备。

教育教学是我们教师工作的首要任务。本学期，我努力将所
学的新课程理念应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立足“用活新老教



材，实践新理念。”力求让我的生物教学更具特色，形成独
具风格的教学模式，更好地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提高生物
教学质量。

我任教八年级的生物课，在日常教学中，我坚持切实做好课
堂教学“五认真”。课前认真作好充分准备，精心设计教案，
并结合各班的实际，灵活上好每一堂课，尽可能做到堂内容
当堂完成，课后仔细批改学生作业，不同类型的课，不同年
级采用不同的批改方法，使学生对生物更有兴趣，同时提高
学生的生物水平。另外，授课后根据得失及时写些教后感、
教学反思，从短短几句到长长一篇不等，目的是为以后的教
学积累经验。同时，我还积极和班主任进行沟通，了解学生，
改进教法，突破学法。针对旧教材内容陈旧、单一、脱离学
生实际问题，我积极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设计，设计
了“远离烟酒(调查活动课)“人的性别决定(游戏
课)”、“蚯蚓在哪儿爬得快(实验探究)”等课，着重培养学
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对于生物课的教学，我采用系统性、阶段性相结合的原则，
做到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使每堂课都能让学生有收获。
总之，不管在课堂教学，还是在课外活动中，我都以培养学
生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为目标，力求让生物教学对学生的
成长和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反思本学年来的工作，在喜看成绩的同时，也在思量着自己
在工作中的不足。不足有以下几点：

3、生物教学中有特色、有创意的东西还不够多，本来想设置
生物兴趣小组，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实现，今后还要努力
找出一些生物教学的特色点，为生物教学的新天地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