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案(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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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知识目标

1、通过观察植物体内水分运输，环剥枝条形成树瘤的现象，
知道植物体以木质部的导管运输水分和无机盐，以韧皮部的
筛管运输有机物。

2、通过对茎的输导作用的分析，了解保护树皮的意义及茎具
有贮藏有机物的作用。

能力目标

1、通过设计茎的输导作用的实验，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方法
及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实验或观察基础上，通过讨论或分析得出适当的结论并
加以表述，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

情感目标

1、通过植物体的木质部和韧皮部的结构与物质运输功能相适
应的教学，使学生体会植物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接受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2、通过讨论“茎的输导作用”，引导学生懂得爱护树木，保
护树皮的重要性，进而进行绿化美化、保护环境的思想教育。

教学建议

知识体系图解

教材分析

1、本节内容的重点是通过对探究实验的设计及分析，得出导
管是输导水分和无机盐的通路；而有机物是通过筛管输导的
科学结论。

（1）通过上节的教学，学生已经知道了茎的木质部中的导管
是输导水分和无机盐的通道；茎的韧皮部中的筛管是输导有
机物的通道。

（2）通过探究实验，学生会根据已经掌握的知识和自己
的“亲眼所见”，经过整理、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即茎
里的导管能够把从根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向上运输到植物
体全身，茎里的筛管能够把叶制造的有机物，向下运输到植
物各部。

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分析和综合
能力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检验。

2、讲述环割枝条上方形成的“瘤状物”是本节教学的一个难
点。瘤状物的形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教师在讲解
的过程中不用讲得过细，要求学生明白是由于有机物的运输
受到阻碍引起的就可以了。

教法建议

1、让学生在课前完成“茎对水分和无机盐的运输”的探究实



验的设计及完成，上课时将实验装置或处理材料带到实验室，
对自己设计的实验进行介绍。由于学生设计的实验方案并不
一定完善，所以教师要自备红墨水在茎中运输的实验结果及
树瘤标本，以便上课时分发给学生观察，最好能做到每组或
每桌一份。

2、观察红墨水在茎和叶中的运输时，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
后，分析得出的结论有两点；一是茎的木质部被染红，不宜
说成导管被染红；二是水分运输的方向和部位，即向上运输
至叶。红墨水中既有水又有水溶性物质，突出水的运输方向、
途径和部位，无机盐一点即通。

3、树瘤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其结构基础是木栓形成层的形成
及其细胞分裂形成愈伤组织，物质基础是由于有机养料运输
途径的割断使有机养料积累。教学时只要让学生明确切口上
部膨胀起来与有机养料的积累有关，并领悟到韧皮部（树皮
部分）运输有机养料即可。

从树皮对运输有机物的重要性方面，就能很自然地引导学生
明白爱护树木、保护树皮的重要性，进而进行绿化祖国的思
想教育。

教学设计方案

重点：通过对实验的设计及结果的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难点：有关输导有机物的实验。

手段：以实验观察与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设计思想：

本节课首先以对茎运输营养物质的探索性实验开始，但学生
设计的实验有些并不能很好的解决本节课的问题，所以在课



前教师一定要准备好有关的实验，以供课上学生观察。重点
要求学生通过设计实验，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教学过程：（1课时）

（课前要求学生看实验－探究茎对水分和无机盐的运输，完
成设计有关茎运输营养物质的实验）

一、导入：

提问：1、茎的功能是什么？

2、木本植物的茎的结构是怎样的？

组织学生回答问题。

二、讲授新课：

（一）探索性实验：探究茎对水分和无机盐的运输。

学生展示设计实验的思路及结果。

组织学生对每组的实验设计进行分析。

总结并纠正学生设计实验中出现的错误。

展示课前准备好的有关茎的水分和无机盐运输的实验结果，
并组织学生观察茎中哪一部分被红墨水染红了。

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实验结果。

总结：茎中的水分和无机盐是通过木质部里的导管向上运输
的。

（二）茎对有机物的运输：



组织学生分析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

出示有瘤状物的枝条，利用投影或录像介绍实验操作方法。

组织学生观察，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总结：有机物通过韧皮部的筛管向下运输到其他各个器官，
当环割后，有机物就堆积在切口的上方，使此处的细胞分裂
和生长都加快，树皮就膨大起来，形成了瘤状物。

（三）茎的其他功能：

提出问题：“茎除了具有运输营养物质的功能之外，还具有
哪些功能？请举例说明”

组织学生发言

总结：茎除了可以运输营养物质，还有以下几个功能：

1、贮藏营养物质，如甘蔗。

2、支持，如支持叶，有利于叶进行光合作用。

3、繁殖：如扦插等。

板书设计：

第三节茎对营养物质的运输和贮藏

一、茎对水分和无机盐的运输：

由茎的木质部运输水分和无机盐。

二、茎的有机物的运输：



由茎的韧皮部运输有机物

探究活动

实验目的：植物体内的水分是沿着木质部向上运输的

实验材料：2～3年生的木本植物技条

实验用具：等大的玻璃瓶或矿泉水瓶三个、小蜡烛、刻刀、
小纸片

实验步骤：

1、取粗细大小相当的2～3年生木本植物的枝条三根（枝条上
所带叶片数相等），将三根枝条底部分别斜切，观察其韧皮
部。木质部和髓。

2、将一根枝条的韧皮部蜡封。方法是按木质部和髓的分布位
置，将小纸片刻成

形，盖在一枝条断面处，使其韧皮部露出，将小蜡烛点燃，
使其蜡液滴在韧皮部断面上，待蜡凝固后，取走纸片。

3、将一根枝条的木质部蜡封。用同样方法将小纸片刻成相应
的形状盖在枝条断面的韧皮部和髓部，露出木质部，将蜡液
滴在木质部断面上，取走纸片。

4、第三根枝条不做任何处理。

5、将三根枝条分别插入盛有清水的甲、乙、雨三个瓶中，置
于温暖、光照充足的地方，几小时后观察现象并完成观察记
录。

实验结果：



甲瓶中的枝条实验后叶片仍然硬挺，这能说明蜡封韧皮部不
影响枝条的吸水；乙瓶中的枝条实验后叶片萎蔫，说明蜡封
木质部阻碍枝条的吸水；丙瓶中的枝条实验后叶片仍然硬挺。

实验结论：植物体内的水分是沿着木质部向上运输的

思考题：

此实验为什么要在温暖、光照充足的地方进行？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课题         

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

第一节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第二课时 水：人体细胞的主要成分之一，约占体重的60%-
-70%    运输人体内的营养物质及尿素等废物 缺乏症和食
物的来源无机盐：参与人体的生长发育，调节人体的  新陈
代谢
                          
           维生素：既不是构成细胞的主要原料，
也不 为人体提供能量，但一旦缺乏会影响 人体的生长发育，
甚至患病     教    学   内  
容       教法，学法 一、回顾旧知识： 1.我们吃的
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中，都含有的六种人体所必需的营
养成分。

创设情景，指导学生看书。

巡视检查大多数学生完成后，组织小组讨论交流，给予鼓励
性评 价。



及时表扬，鼓励学生，维持其学习 积极性。 指导学生阅
读32页材料 师生点评 教后记：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教材分析：《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一课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初二生物教材第二章的第一节。本节教材内容，
通过资料分析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让学生明白人体需要的主
要营养物质的作用和来源，形成新的认知结构，认同人类的
营养物质主要来自生物圈的其他生物，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
掌握测定食物中的能量的科学方法，知道人体所需的能量来
源于食物中的有机物，提高学生收集和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教学设想：针对本节教材内容相对比较简单，知识比较条理
的特点，引导学生采用资料分析、查阅图表、自学课本、实
验探究等学习方法。在自学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自主探究、
小组讨论等方式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梳理，
引导学生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真正把课堂的时间和空间、
提问的权力以及学习、认知和习得的过程还给学生，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本节内容按排2课时，
第一课时学习三大有机物和测定食物中的能量，第二课时学
习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相关知识。

借助的教学平台：多媒体课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说出人体所需的六大类营养物质

2、能举例说出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作用和来源

3、知道人体需要的能量来源于食物中的有机物

能力目标：1、学会信息资料、实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2、在自学过程中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3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对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中，感受各种营养与支撑人体生命
活动的关系，激发学生关注健康、关爱生命和继续探究的兴
趣。

教学重点、难点

知道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及其作用。

用实验的方法辨别食物中的脂肪和淀粉。

教学准备

学生：花生米、白纸；碘酒；淀粉；馒头；熟马铃薯；茄子；
莴笋；卢柑。（分别装在八个小塑料杯中）“多幅食物图
片”。（课前先让学生查找食物营养成分的资料）

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等。

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学习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预期效果



课程引入

据调查，我国中学生中有29%的人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等洋
快餐食品。但专家指出，洋快餐是导致人们发胖并诱发多种
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年4月，中国营养学会颁布了新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共包括8条内容：食物多样，谷类为
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常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经
常吃适量鱼、禽、蛋、瘦肉，少吃肥肉和荤油；食量与体力
活动要平衡，保持适宜体重；吃清淡少盐的膳食；如引酒应
限量，吃清洁卫生、不变质的食物。

学生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实例

引起疑问：人为什么要吃食物？引申出食物中营养的重要作
用，为本节内容的深入作好铺垫。

食物的营养物质

提出问题，指导学生查阅有关表格。在学生研讨时教师巡视
指导。

1、你们组所确定的1-2种常吃的食物中各含有那些营养物质？

（4）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归根结底来源于什么？

全班交流，对相关内容进行质疑、释疑。

1、   通过学生的自主合作，掌握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
质。

2、   通过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来源于什么，体现人与生物
圈的统一性。

3、   使学生认识到良好饮食的重要性，从而养成合理的
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



4、   在学生研讨交流过程中，培养学生查阅、分析、团
结协作及表达交流能力。体验学习的快感。

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作用和来源

糖类、脂肪、蛋白质都是组成细胞的主要物质，并且为生命
活动提供能量，来源广泛。

创设情境，指导学生看书。组织小组讨论交流，引导学生提
出问题，解释问题。

在教师指导下看书自学并与同学交流。举出含糖类、脂肪、
蛋白质较多的食物，写在图的旁边，并利用这些知识解释一
些生活中 常见的问题。

思考：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与体细胞所含物质和能量有什么关
系？

使学生了解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作用。同时培养学生利用
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的健康意识，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尤其对肥胖、减肥形成一些正确的认
识和看法。

引发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探究：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

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

制定实施计划

得出结论



表达交流

为学生提供实验材料和用具，指导学生完善探究方案。

提示学生注意安全和尽量减小实验误差。

巡视并对探究过程予以适当的指导。

各小组根据教材提出问题，并确定问题。

在教师的引导下，明确在探究食物中的能量时，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提出问题；提出的问题不同，作出的假设也就不同，
实验的方法步骤也会有区别。

充分讨论后作出假设。

根据小组确定的探究课题，制定探究计划。对制定的计划进
行讨论、完善后，各小组用自制的装置和教师提供的材料器
具，按照课前的分工进行操作。

对实验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得出结论。

小组间进行交流，对误差大的进行反思。

掌握食物中含有能量，不同的食物含的能量多少不同。

培育学生提出问题、作出假设的能力，以及收集和处理数据
的技能。

水与无机盐

维生素的种类，

缺乏时的病症和相应的食物治疗，膳食纤维。



展示图片引发学生学习欲望。

组织、引导学生诊断、讨论

结合当地富含维生素和富含无机盐的食物种类，开展贴近学
生生活的教学活动。

认真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同时产生强烈的探求欲望。

积极、踊跃通过“医生看病”的角色扮演，轻松、愉快地学
习和掌握相关知识。

根据角色扮演情况，将相关知识填入p25表1及p26表2。

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

掌握水与无机盐、维生素的种类，及缺乏时的病症

激发学习兴趣。

小结

练习

小结有关内容

积极发言，回忆所学知识。

完成练习，

使知识得到巩固、反馈。

课堂片段实录

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吃过哪些食物？它们都来自哪些



生物？

生：肉、蛋、奶、白面……

生：我们吃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等来自植物、肉、奶等来自
动物。

师：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呢？

生：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物质。

师：那么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
各有什么作用？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节食物中的
营养物质。

生：写出的食物有米饭、面、猪肉等。

师：指导学生查阅表格。

师：这两种食物中各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它们所占比例相同
吗？请同学们讨论。

生：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糖类、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等六
类营养物质。不同食物所含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多少不同。

师：糖类、蛋白质、脂肪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呢？它们又是靠
哪些食物提供的呢？请同学们阅读第22页的课文，在书上划
出来。也可小组讨论。

生：小组讨论，划出重点，举出例子，写在书上。

师：巡视、指导学生看书和完成讨论，并给予表扬。

启发学生进行讨论。



生：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是人体细胞所含物质的来源。

师：食物中含有能量， 这一结论是仅仅靠推测得出的吗？能
不能通过实验来测定呢？下面我们就分小组来测定食物中的
能量。

请同学们看教材p23页中的插图，你们小组想知道什么呢？

生：小组同学通过看插图并讨论后，提出探究的问题。各个
小组的探究问题可能不一样。

生：食物中是否确实含有能量？

生：花生种子中含有多少能量？

生：核桃仁和花生仁含的哪个能量多？

师：（让学生明确探究过程中，问题不同，假设也就不同，
实验的方法步骤也会有不同）。

生：各小组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积极讨论能否作出假设。
如能，则各小组积极讨论，作出假设。

师：巡视、指导，纠错。

师：请将课前准备的实验装置向同学们展示，并说出它的优
点。

生：（有的用白塑料筒，有的用倒置漏斗，有的用透明的玻
璃管，并外套一层铝箔。）

师：肯定学生的制作及丰富的想象力。

师：请各组同学讨论、交流各自设计的探究方案，并按方案
进行操作。



生：各小组讨论、制定探究方案。利用谭前自制的装置和教
师提供的材料用具，按照课前的分工进行探究。

师：巡视并对探究过程给予适当的点拨指导。教师留下15分
钟左右给各小组学生进行实验和对数据的处理。

生:每组选出代表进行汇报交流，说出实验结论。

师：引导同学从各组的报告中发现问题，吸取经验，或改进
方案中的一些步骤。指导学生分析误差的原因和对探究过程
的反思。

生：总结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分析出现误差的原因。

生：有，如水……

题：为什么水分对我们的生命这么重呢？

生：人体的各项生命活动，离开水都无法进行，废物也只有
溶角在水中才能运送出动。

师：同学们回答得非常好。不管是从含量，还是作用来看，
水都是我们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所产，大家平时
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白开水。

（以看病的方式，学习无机盐与维生素的知识）

生：无机盐和维生素。

师：完全正确。无机盐和维生素的种类都非常多。如果同学
们有挑食的赞美，就很容易因缺少某种维生素或某种无机盐
而营养良或患病。大家看，有一位同学就患病了。

生：（课前挑选了一名学生以角色形式，自说自演一位缺碘
的病人。）



师：看来这位同学病得不轻。同学们都是“小医生”能帮这
位病人下他得了什么病吗？

生：缺钙。

生：我觉得不对，缺钙只影响骨骼发育，不会影响智力。而
且他的脖子也很大，应该是缺碘。

生：海白菜。

生：海带。

生：海中的鱼虾。

师：对，如果病人缺碘，可多食用海带等海产品。我们内陆
地区食海产品的机会相对较少，为了补充足够的碘，我们吃
的盐都是“加碘盐”。

师：还有“小患者”愿意上同学们帮助诊断的吗？

生：（气氛活动，台上的学生表演得惟妙惟肖。台下的学生
发言踊跃，热烈，查食物成分表积极。）

师：（注意引导学生做诊断，同时根据学生的回答写板书）

生：（根据同学的表演和老师的板书，填写表一和表二。

生：我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妈妈让我多吃水果和
笋子，这种情况就消失了。

生：多吃新鲜蔬菜也可以。

师：为何多吃水果、蔬菜，就能帮助排便呢？

生：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师：纤维素除了能帮助排便外，对身体还有许多好处，所以
一些科学家将它称为“和七类营养素”。

生：原来无机盐和维生素的种类这么多，这么重要。

师：现在你能说出它们的种类吗？

生：（回忆无机盐和维生素的种类）

生：我们应该改掉偏食的毛病。

生：我觉得我的胆子比以前大了。

师：只要大家有收获，我们就成功了。希望大家了解了各类
营养物质后，能自觉地合理饮食，健康快乐地成长。

课堂练习

1.有些人一生食素，但却并没得夜盲症，这是因为(  )

a.因为植物性食物里有维生素a

b.因为其他维生素也能预防这种病

c.有些植物性食物内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
变为维生素a

d.人体内可以自行产生维生素a

此题考查维生素a的缺乏症及哪些食物中含有维生素a。维生
素a一般来源于动物的肝脏，植物性食物里不含维生素a，虽然
胡萝卜、黄色玉米等植物性食物里不含维生素a，但是含有大
量的胡萝卜素，它在人体内能转变成维生素a。所以本题正确
的答案是c。



2.下列哪种物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  )

a.脂肪  b.水  c.维生素  d.糖类

此题是考查食物中的几种成分的主要作用，在食物中，脂肪
和糖类都可以作为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但是它们的作
用又不完全一样，脂肪主要储存能量，而糖类才是人体进行
各项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维生素虽然是有机物，但不
为人体提供能量。水不是有机物，也不能为人的生命活动提
供能量。本题正确的答案是d。

例3.科学探究中的数据，往往存在，因此需要设,同一个实验
在相同条件下要重复做几次，实验结果应取多次实验的值。

在科学实验中所得的数据，往往出现误差，误差并不是错误，
误差越小越准确，但是在实验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想
使误差减小，要就同一个实验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几次，如
果重复的数据十分接近，则说明这个实验结果排除了偶然因
素的影响，比较准确，科学实验的数据结果应取各重复组的
平均值。

正确答案：误差、重复组、平均。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本节课内容较多，包括六类营养物质及其作用，及一个探究
实验。分两课时完成。本节设计的基本策略是让学生带着明
确的任务活动起来，在活动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从而理解和
掌握重要的概念和常识。

以航天员所带的食物种类及作用，带入新课，在感悟中思考
问题，不仅激发学生的学习的兴趣，还为后面的学习做了充
分的铺垫。在学习主要的营养物质之前，先了解学生的已知
常识，再让学生学习新知，循序渐进，尽量做到符合学生的



认知规律。

探究活动中，小组分工合作，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合
作能力。通过探究，亲自测量了食物中含有的能量，对食物
中含有能量这一事实印象就会比较深刻。

对无机盐和维生素的作用学习时，设计“我的健康我守护”
活动，先让学生观看视频。查阅资料，认识到无机盐和维生
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再利用常见食物成分表，查阅相关
营养成分的主要食物来源，激发了学生守护健康，形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的意识。

不足之处：探究实验时，在实验室学生比较活跃，一些注意
事项在班级里强调较好。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1、说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知道主要营养物质的作用
和营养物质的食物来源。

2、了解无机盐和维生素的来源和缺乏症状。

3、加深对科学探究一般过程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提出问题、
作出假设、制定并实施探究计划、处理数据和分析探究结果
的能力。

4、关注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认识人类的营养物质主要来自生
物圈中其他生物的观点。

重点

1、营养物质类别；探究的一般过程及对探究数据的处理。

难点



2、探究活动的组织及如何减少实验误差是本节的难点。

教学用具

1）、将学生分成4至5人的小组，选出组长，并分工负责操作、
记录、处理数据和发言。

（2）、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的各种材料、用具。

2（1）、调查当地人们都常吃哪些食物。

（2）、利用废弃物制作实验装置。

（3）、预习与无机盐、维生素相关的知识；自编自演与之相
关的小品在课堂上表演

一、联系实际

导入师：请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吃过哪些食物？它们都来自
哪些生物？生：肉、蛋、奶、白面……我们吃的粮食、蔬菜
和水果等来自植物、肉、奶等来自动物。师：为什么我们每
天都要进食呢？生：食物为我们提供营养物质。

二、新授

师：那么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这些营养物质对人体
各有什么作用？今天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节食物中的
营养物质。

生：写出的食物有米饭、面、猪肉等。师：指导学生查阅表
格。师：这两种食物中各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它们所占比例
相同吗？请同学们讨论。

生：这两种食物中都含有糖类、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等六
类营养物质。不同食物所含的营养物质的种类和多少不同。



师：糖类、蛋白质、脂肪对人体有什么作用呢？它们又是靠
哪些食物提供的呢？请同学们阅读第22页的课文，在书上划
出来。也可小组讨论。

生：小组讨论，划出重点，举出例子，写在书上。师：巡视、
指导学生看书和完成讨论，并给予表扬。

2、师：细胞的生活离不开物质和能量，那么，食物中的营养
物质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和能量有什么关系？启发学生进行
讨论。

生：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是人体细胞所含物质的来源。

师：食物中含有能量，这一结论是仅仅靠推测得出的吗？能
不能通过实验来测定呢？下面我们就分小组来测定食物中的
能量。

3、请同学们看教材p23页中的插图，你们小组想知道什么呢？

生：小组同学通过看插图并讨论后，提出探究的问题。各个
小组的探究问题可能不一样。

生：食物中是否确实含有能量？

生：花生种子中含有多少能量？

生：核桃仁和花生仁含的哪个能量多？

师：（让学生明确探究过程中，问题不同，假设也就不同，
实验的方法步骤也会有不同）。

生：各小组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积极讨论能否作出假设。
如能，则各小组积极讨论，作出假设。师：巡视、指导，纠
错。师：请将课前准备的实验装置向同学们展示，并说出它



的优点。生：（有的用白塑料筒，有的用倒置漏斗，有的用
透明的玻璃管，并外套一层铝箔。）

师：肯定学生的制作及丰富的想象力。

师：请各组同学讨论、交流各自设计的探究方案，并按方案
进行操作。

生：各小组讨论、制定探究方案。利用谭前自制的装置和教
师提供的材料用具，按照课前的分工进行探究。

师：巡视并对探究过程予产适当的点拔指导。教师留下15分
钟左右给各小组学生进行实验和对数据的处理。生:每组选出
代表进行汇报交流，说出实验结论。

师：引导同学从各组的报告中发现问题，吸取经验，或改进
方案中的一些步骤。指导学生分析误差的原因和对探究过程
的反思。

生：总结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分析出现误差的原因。

三、习题精选

2、下列哪种食物中含糖较高()a．鸡蛋b．豆腐c．肥肉d．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