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实用8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
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一

3、探究细菌和真菌的分布，分析实验结果，归纳适宜细菌真
菌生存的环境条件；

5、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生物学现象，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乐于探究、开拓创新、交流和合作的精神。

1、重点：细菌和真菌的培养的实验操作过程、设计探究细菌
和真菌分布的实验方案，通过观察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状况总
结适宜细菌和真菌生长的条件。

2、难点：利用事实说明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状况，总结适宜细
菌和真菌生长的条件。

1、变质的水果等食物、发霉的食物、感染细菌和真菌的花卉

2、生长有细菌和真菌菌落的平板培养基或斜面培养基实物

3、空白培养基以及配置培养基所需要的药品；

4、放大镜

5、有条件的可配备实物投影仪

6、有条件的可组织学生兴趣小组，进行配置培养基和培养菌
落的实验



本节教学分为两课时。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导入：用肉眼可以观察到细菌和真菌吗？

观察细菌和真菌的菌落

引导学生产生兴趣，提供实物

细菌和真菌的培养过程

兴趣小组同学介绍配置培养基和接种、培养细菌的过程

引导学生分析培养基成分，总结归纳实验操作的要点

我们的周围有细菌和真菌吗？如果有，它们喜欢呆在哪里？

观察生活中的细菌和真菌，讨论设计探究活动方案，课后实
施自己的探究方案

提供实物，引导学生产生兴趣；组织学生讨论和交流自己的
探究方案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导入：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哪里细菌、真菌比较多？



学生展示探究实验结果

引导学生分析实验结果，

适宜细菌和真菌生活的条件

分析适宜细菌和真菌生活的条件

引导学生进行科学的归纳和总结

利用现有知识预测实验结果

利用现有知识，预测实验结果，并阐述自己的理由

提供实验方案和结果，组织学生辩论

学生回答：它们太小了，要用显微镜看。

教师：在我们的生物小组里，同学们却用肉眼观察到了细菌
的生长。他们是怎么看到的呢？请生物小组的同学介绍一下：

主要教学过程：

学生：首先，我们看到的不是细菌，是细菌大量繁殖后形成
的菌落。

我们先制作了培养基。我们把牛肉膏、蛋白胨、盐、琼脂和
水加热混合。

教师：对不起，打断一下。哪位同学能分析一下，培养基里
为什么需要牛肉膏？

学生：牛肉膏应该是营养物质。

教师：还有什么成分属于营养物质吗？



学生：蛋白胨、盐。

有的同学提出琼脂，在同学中引起了争议。经过阅读课本和
兴趣小组同学的说明获得了答案。

学生：琼脂是凝固剂。

学生继续汇报：配置好培养基后必须高温灭菌，否则细菌就
长得到处都是了。灭菌后趁热分装在培养皿和试管中，试管
和培养皿也要灭菌。等培养基凝固后，我们将其暴露在空气
里，细菌就落到培养基上，这是接种。然后将接种后的培养
基放到温暖的培养箱里培养，细菌就大量繁殖形成一个个菌
落。

教师：为大家展示学生们培养的细菌和真菌菌落，请同学们
观察这些菌落有什么不同。

学生：有的光滑，有的长了很多毛，有的凹凸不平，有的是
绿色、黑色、米色、黄色等。

教师：根据课本中的描述，你能从菌落形态、大小和颜色区
分出细菌菌落和真菌菌落吗？

学生：在实物投影仪上指认细菌和真菌的菌落。

教师：我们已经认识了细菌和真菌的菌落，那么在我们周围，
那些地方细菌真菌比较多呢？各个小组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
的课题设计实验方案，限时5分钟，小组派代表展示自己的方
案，同学们投票选出最感兴趣的选题，中选的小组将从老师
这里领取两个配置好的培养基，继续进行自己的探究实验。

学生：讨论实验方案，展示自己的设计思路，投票评选最有
科学性的、最吸引人的实验方案。



教师：虽然这一次我们只有三个小组获得了老师提供的实验
材料，但其他同学可以利用自己家里现成的材料来培养细菌
和真菌。下节课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展示自己的实验结果。

课时2：

教师：上节课后同学们按照自己设计的实验方案分别进行了
实验，下面就请同学们将实验的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并进
行简短汇报。

学生：我们比较了厕所和食堂空气里的细菌。实验方案是：
准备两个同样的培养基，一个放在厕所中央的地面上，一个
放在食堂中央的地面上，打开盖暴露在空气中三分钟，盖上
盖放在培养箱里培养。这是我们组的实验结果，（通过食物
投影仪展示）。

我们看到在厕所里接种的培养基中，菌落数目明显高于食堂
中的，说明厕所里的细菌比食堂里多。我们推断的原因是：
厕所中人的粪便含有很多细菌，而且打扫的程度没有食堂里
好。食堂经常用洗涤剂进行擦洗和消毒，所以细菌就比较少。

学生：食堂里吃的多。营养多。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二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植物的生长需要合适的环境条件。当环境条件改
变的时候，植物具有一定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设计绿豆芽生长需要阳光的实验，用对比实验
的方法观察，记录影响植物生长的条件。

情感、态度、价值观：意思到生物的形态结构、生活习性同



它们的生活环境是相适应的。

【教学重点】设计对比实验。

【教学难点】在设计对比实验中严格控制变量，并注意收集
实验数据用事实说话。

【教学准备】实验计划单和实验记录表(参考书7面)，三四天
前做好的绿豆芽对水的需要的实验。

【教学过程】

一、交流实验中的发现：

1、说说自己种下的绿豆芽生长的怎样了。

2、为什么大家的绿豆芽生长的不一样呢，怎样才能让绿豆芽
生长的更好呢?

3、讨论影响绿豆芽生长的因素，教师随机板书。

二、实验一：绿豆芽生长需要阳光吗?

1、讨论：绿豆种子发芽可以不需要阳光，那么绿豆芽的生长
需要阳光吗?

2、该怎样来设计对比实验呢?

重点指导：

(1)我们只能改变哪些条件?不改变哪些条件?

(2)两组的绿豆芽需要一样多吗?

(3)改变了条件是不是对绿豆芽生长产生了影响，我们怎样才



能知道?

3、学生完成实验方案，交流。

4、提供实验记录表，引导学生做好观察记录。(采用图画和
文字记录下绿豆芽的高度、茎叶的颜色，茎的粗细等)

三、实验二：绿豆芽生长对水的需求

1、拿出事前做的绿豆芽对水需求的实验，让学生进行观察。
教师介绍实验：在一个盘子里铺上几层吸水纸，把5粒刚发芽
的绿豆并排放在吸水终上，保持吸水纸一端湿润。

3、概括：植物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环境，当环境改变后它们会
努力的适应环境的变化。

四、观察更多的植物适应环境的图片(书8面)：

1、比较香蕉、松树、仙人掌的叶的不同。

2、香蕉、松树、仙人掌分别生长在什么地方?

3、这三种植物的叶同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关系?

4、说说平时还看见有关植物适应环境的例子。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三

　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通过观察、信息交流，了解昆虫的
生殖和发育，进而明确什么是变态发育、完全变态和不完全
变态。

　学生对昆虫比较熟悉，但对它们是怎样生殖和发育的缺知
之甚少。所以教师要注意多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直观教学



加强感性认识，使学生便于理解、掌握。

1、举例说出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过程及特点。

2、通过观察和饲养家蚕等实践活动，理解变态发育的概念和
过程。

3、举例说出昆虫在人类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关注生物科学
技术在社会发展重的作用。

教学内容学生活动教师活动

1、家蚕的生殖和发育

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卵、幼虫、蛹、成虫。

家蚕通过有性生殖方式产生后代。

在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中，家蚕的幼虫与成体的形
态结构和生活习性差异很大，这种发育过程称为变态发育。

2、其他昆虫的发育

像家蚕、蜜蜂、蝇、蚊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幼虫、蛹、
成虫四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完全变态。

像蝗虫、蟋蟀、螳螂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若虫、成虫三
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不完全变态。

创设情景：世界真奇妙！毛毛虫怎么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质疑：你们听说过丝绸之路的故事吗？悠悠文明史，慢慢丝
绸路。小小的家蚕不仅同中华文明紧密相连，也促进了中外
文化的交流。



你养过家蚕吗？你知道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吗？

组织学生看书————观察与思考

点拨指导

质疑：蜜蜂、蝗虫的生殖发育过程与家蚕和蝴蝶一样吗？

组织学生看书

指导帮助

质疑：饲养过家蚕么？有兴趣的话，课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饲养、观察。

知识回顾

感悟与收获

达标检测：了望角

进一步探究

本节课在于明确变态，完全变态、不完全变态的含义。学生
掌握情况很好。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四

本学期教学内容介绍生物的繁衍和发展、生物与环境两个个
单元，内容较上一个学期少了一些，探究实验减少了一些，
增加了观察和思考，科学、社会、技术栏目。增加了学生的
阅读量，扩大了知识面。

二、教学目标



1、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2、在继续抓好实验过程，努力学习有关教育理论，不断提高对
“135”的认识，力争在原有的基础上，使自己的高效快乐课
堂教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3、继续探究教学过程中新的教学模式，积极吸取上一年的经
验，继续收集和整理相关的资料，固化新成果，并完成好相
关的课题。

4、继续研究和推广校本教研的内涵和经验，充分调动教师们
的积极性，发辉学校教研组群体优势，继续尝试开展学校开
放日活动。

5.继续探究新课程的评价体系，特别是建立学生学习过程的
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标准，并在初二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
初步归纳整理出适合我校校情的评价体系。

6、通过学习使学生更清楚地知道生物的生殖和发育，从而更
有意识地保护生物，促进社会发展。

7、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如何健康地生活。

8、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三、教学要求

1.教师在教学中要继续认真落实《课程》提出的课程理念：
面向全体学生，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努
力提高学生们的生物科学素养，教学目标、内容和评价都应
有利于提高每个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2.大力倡导“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究，成果即成长”的教



育科研观。教学中要有科研意识，要边实验、边研究，力争
做一名科研型快乐的教育工作者。

3.在教学中，要努力使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等方面有所发展，必须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和体验各种科
学探究活动。

4.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科学研究方法的培养。
要注意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教师要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
种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力争创造条件开
全教材中提出的调查、技能训练、练习、探究和资料分析活
动。

5.教学中要注意合理选择和组合好直观教具与现代教学手段
的整合。

6.积极组织好生物小组活动，能够对生物学有特殊兴趣的学
生进行个别指导。

四、学生情况分析

八年级两个班有一百多个学生，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较高很
高，上学期生物的平均成绩在八年级全学科排名较好，但高
分少，由于不爱学习的学生较多，因此班平均被拉下来了。
这个学期要想办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争取成绩有较大
的提高。

五、具体措施

1、精心采取先进的教学方法，对新教材进行培训。

2、精心组织和策划好课堂教案。

3、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做到课堂质量高效率。



4、进行课外辅导和写小论文及做小制作，提高学生的兴趣。

5、认真批改作业，从中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

6、培养优生，转化后进生。

六、进度安排

周次授课内容

1被子植物的生殖

2动物的生殖和发育人得生殖和胚胎发育

3性状和性状的传递遗传物质的基础

4人的性别的决定变异

5遗传病与优生第一次月考

6生命的起源生物进化历程

7生物的进化的原因人类的起源现代生物技术

8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

9五一长假

10复习期中考试

11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生物与环境组成和类型

12食物链和食物网生物链

13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14复习七年级上册15复习七年级下册

16复习八年级上册、下册

最新八年级生物教案2

教学课题：

第2节动物的行为

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

描述各种动物行为;说出动物行为的类型;能正确区别各种动
物行为，认识研究动物行为的意义。

2.能力目标

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对问
题的探究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了解动物的行为，树立正确利用和保护动物的态度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动物行为对于动物的生物学意义，动物的先天性行为
和后天性行为的概念和实例。

难点：后天性行为的概念，动物行为的特点。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课时：

课时1

教学过程：

(一)认识动物的行为

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果你留意观察的话，会发现许多有趣的
现象。比如：孔雀在繁殖季节“开屏”;麻雀、家燕等鸟类在
繁殖季节会筑巢;大雁南飞时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
字形;下雨前蚂蚁会搬家等。像这些动物所进行的，我们从外
部可以观察到的活动，称为动物的行为。你还能说出其他的
动物行为方式吗?(可以从书本上找)

学生经过阅读书本和思考后，列举大量的动物行为类型。如：
蜜蜂、蚂蚁的社群组织和通讯行为;鸟类的孵卵、育雏、定时
迁徙、索食行为，某些动物的攻击行为和防御行为等。

问：动物的这些行为是天生就有的呢，还是后天通过学习得
到的?对这个问题学生一般都难以回答，教师可通过适当的例子
(如哺乳动物一生下来便会吮奶等)加以分析，并说明：动物
的这些行为是天生就有的，是动物的本能。有些动物的行为
如马戏团里的“小熊骑车”等复杂行为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
的，其训练的基础是条件反射。我们将在以后学习。

再问：动物的这些行为有何意义?

教师可以鸟类的季节性迁徙为例要求学生讨论，讨论结束由



学生回答，再由教师进行补充。使学生明白动物的行为是对
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利
于自身生存的行为方式。并要求学生思考其他动物的行为是
如何适应于环境的(可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由学生发言)

在了解了动物行为的类型和意义后，下面我们将以蜜蜂为例
来详细学习蜜蜂的社群组织和通讯行为。

(二)蜜蜂的社群组织

同学们都知道，蜜蜂是对人类有益的昆虫，它们过着社会性
生活，分工合作。为人类提供了如蜂蜜、蜂蜡、蜂王浆等原
料。在一个蜂群中，一般有一个蜂王，少数雄蜂和成千上万
个工蜂，它们构成了蜜蜂的社群。下面请同学们阅读课本68页
“蜜蜂的社群组织”，完成下表。

完成表格后，教师进行小结。并使学生明白社群生活行为的
意义：只有三种蜂分工合作，才能共同维持群体生活，繁殖
后代。

(三)蜜蜂的通讯行为

在蜜蜂的社群组织中，大量的工蜂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采集花粉和花蜜。在大批工蜂出去采集花粉和花蜜之前，总
有少数的侦察蜂先去寻找蜜源，然后回来“告诉”其他工蜂
一起去采蜜。哪么侦察蜂是如何把蜜源的方位和距离告诉其
他工蜂的呢?请大家阅读课本69页“蜜蜂的通讯行为”后，回
答下列问题：

1.如果蜜源离蜂巢较近，侦察蜂表现为何种行为?

2.如果蜜源离蜂巢较远，侦察蜂如何告诉远近及方向?

在学生阅读课文后回答。一般两种舞蹈学生都能回答得出，



但对于如何用舞蹈来告知方位，学生一般不大搞得清楚。教
师再结合挂图或投影讲解给学生听即可。

最后利用板书小结。

板书设计：

动物的行为

一、动物的行为：动物所进行的，我们从外部可以观察到的
活动。

二、蜜蜂的社群组织

三、蜜蜂的通讯行为

1.圆形舞：表示蜜源离蜂巢近。

2.“8”字摆尾舞：表示蜜源离蜂巢较远。

作业布置：

复习本章，完成实验册上的相关内容。

教学后记：

虽然学生对动物的行为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学生本身并不
清楚动物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教师在上课伊始，应
先向学生列举一些常见的动物行为，使学生了解动物行为的
具体形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让学生
列举一些动物行为，教师再总结出动物行为的概念。

最新八年级生物教案3

教学目标



1.说出动物生活环境的种类和特点。

2.说出水生动物常见种类和主要结构特点。

3.探究鱼类的运动和呼吸的方式，并概述鱼类的主要特征。

4.归纳出水生动物适于水中生活的共同特点。

5.关注水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变化情况。

重点和难点

重点：

1、探究鱼类的运动和呼吸的方式，并概述鱼类的主要特征。

2、说明水生动物适于水中生活的特点。

难点：探索鱼鳍在游泳中的作用。

课前准备

1、教师：制作cai(展示不同生活环境中的动物、水中生活的
各种动物类群、水中自由生活的鱼和鱼鳍在游泳中的作用、
水域污染对水生动物的影响，增强直观性);鱼缸、金鱼、气
球、吸管、塑料板、剪刀、橡皮筋、针线、钢尺等、鱼鳃结
构挂图。

2、学生：预习探究鱼鳍在游泳中作用的模拟实验;查找出水
体环境的恶化情况资料。

课时安排：

两课时



教学设计

学习内容

6、四人一组，根据实验和录像总结出鱼类的共同特点。

7、四人一组，根据问题，进行分析讨论，通过归纳整理，表
述交流，得出结论。

观察各种动物标本，并根据教材进行自主学习，在教师的引
导下，总结得出结论。

学生根据录像内容和问题，表述各自的观点，达成共识，保
护水域环境非常重要。

创设情景(cai媒体播放)，带领学生进入那丰富多彩的动物世
界，让学生每人说出一种熟悉的动物(不能重复)。然后，组
织学生根据有无脊椎或生活环境和运动方式的不同，给他们
找个家。

利用录像展现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引导学生进行归纳总结。

播放录像奇妙的海底世界。质疑：鱼为什么能适于在水中生
活?鱼的各种鳍在游泳中起什么作用?出示观察提纲，引导学
生仔细观察录像，分析问题，表述交流，得出结论。

指导学生进行模拟实验(鱼鳍在游泳中的作用)，通过探究，
得出结论。

质疑：人为什么不能像鱼一样在水中自如呼吸?出示观察提纲，
组织学生进行实验，针对问题进行探究。同时，给于学生适
当的帮助、指导，最终得出结论。

出示挂图或投影片，组织学生分析鱼类的共同特征。通过相



互交流，得出结论。

质疑：除了鱼外，你还知道哪些水生动物?组织学生自主看书，
观察标本并相互交流。对存在的问题，在教师的点拔、指导
下，完成答疑、解惑。

质疑：利用录像展示水域污染情况，并提出水环境的好坏影
响水生生物的生活吗?组织学生表述交流，得出结论，进行情
感教育。

教学过程

师：录像展示不同环境中生活的各种动物，带领学生进入那
绚丽多彩的动物王国，去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然后，组织学
生填表总结。

生：填表总结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总结。

师：请根据生活环境和运动方式的不同，给它们找个家，然
后相互交流。

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汇报交流。

师：通过交流，我们不难发现动物种类繁多，而且生活环境
和运动方式也各不同。

质疑：这些动物都是怎样适应各自的生活环境的?

生：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生：开动脑筋，阐述自己的观点。(相互补充、完善)

师：大家的观点正确吗?就让我们先看一看鱼是怎样生活的。
组织学生观察鱼缸里的活鱼，然后提出观察问题。(cai展示)



问题l：鱼的外形有什么特点?是否有利于克服水中运动的阻
力?

问题2：鱼的运动器官是什么?胸鳍、腹鳍、尾鳍在运动中各
起什么作用?

生：以小组为单位，认真观察，根据提示问题积极动脑思考。
然后，表述交流、补充完善，最后得出正确结论。

a。体型呈梭形、鳞片;

b。外有黏液，可减少水中运动的阻力;

c。鳍：鳍是运动器官，胸鳍、腹鳍起平衡作用，尾鳍保持前
进的方向。

师：在科学探究过程中，有些问题仅凭观察是难以得出结论
的。这就需要通过实验或模拟实验来探究。接下来，就请你
们以小组为单位，设计《鱼鳍在游泳中的作用》的探究方案。

生：以小组为单位，相互讨论研究，提出本组想要探究的问
题，作出假设。

师：组织学生汇报交流，相互质疑，补充完善本组设计方案。

生：修改自己的实验方案。

师：教师引导学生参照书中的方法步骤和老师提供的实验材料
(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探究。

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

师：巡视指导。



生：体色的观察：鲫鱼背面呈__色，腹面呈__色。

师：这种体色对鲫鱼在水中生活有什么意义?

生：体形的观察：鲫鱼的身体(圆形、侧扁)，体呈___。

师：这种体形有什么好处?

生：体表的观察：体表覆盖__，呈__状排列，体表(干燥、有
粘液)。

师：体表的这种特点与鲫鱼的水中生活是如何适应的?

生：认真记录，讨论并得出结论，表述交流。

师：人为什么不能像鱼一样在水中呼吸呢?

生：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观点。

生：用吸有墨汁的吸管慢慢滴在鱼口的前方，观察墨汁流动
的情况，并认真记录。

生：实验操作，轻轻掀起鱼的鳃盖，看一看鳃的形态和颜色。
对照鱼鳃的结构放大图。

师：质疑：鳃为什么是鲜红色?鳃丝为什么既多又细?

生：讨论并填表：鱼鳃位于____两侧，外有___保护，共
有____对鳃，颜色____。当水流经鳃丝时，溶解于水里
的____进入鳃丝中的毛细血管里，而血液中的____扩散出毛
细血管，排到水中。

师：总结鳃的结构与气体交换。

生：讨论人类为什么不能像鱼那样生活在水中。



师：质疑：你们能判断一下什么样的动物是鱼类吗?

生：它们体表被有鳞片，用鳃(gill)呼吸，通过尾部的摆动和
鳍(fin)的协调作用游泳，以此来适应水中生活。

师：除去鱼类以外，还有哪些动物生活在水中呢?

生：举例说明。

师：组织学生看书，认识书中的各种水生动物。

质疑：

1.腔肠动物有什么结构特点?常见腔肠动物有哪些?

2.软体动物有什么结构特点?常见软体动物有哪些?

3.甲壳动物有什么结构特点?常见甲壳动物有哪些?

生：表述交流(略)。

师：水中生活的动物有许多，它们都是水与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之间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形成紧密而复杂
的联系。

质疑：发生赤潮或水华后，水生动物会出现什么现象?

生：各抒己见、慷慨陈词。

生：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课堂小结

1.你了解了吗?常见的水生无脊椎动物。



2.你明白了吗?鱼类适应水中生活的形态特点和结构特点。

3.你认同了吗?水域环境的污染影响水生动物的生活。

结束语

在动物王国里，还有许多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它们是怎样
适应陆地环境生活的?请大家课前预习、查阅资料，我们下节
课再来一起学习。

教学反思

在本节教学中，教学从创设问题情境人手，使学生通过观看
各种水生动物的图片或录像片，对众多的水生动物有一个直
观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如果陆生动
物(包括人类)到水中生活会遇到哪些问题?”“鱼类等水生动
物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
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探究活动，同时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的意识。使学生在活动中感知，体现了在动中
学的特点，体现了学生主动学习的方法学习理念，这一点正
是新课程所强调的学习方式的改变。

最新八年级生物教案4

教材分析：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通过观察、信息交流，了
解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进而明确什么是变态发育、完全变态
和不完全变态。

学情分析：学生对昆虫比较熟悉，但对它们是怎样生殖和发
育的缺知之甚少。所以教师要注意多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
直观教学加强感性认识，使学生便于理解、掌握。

教学目标：



1、举例说出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过程及特点。

2、通过观察和饲养家蚕等实践活动，理解变态发育的概念和
过程。

3、举例说出昆虫在人类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关注生物科学
技术在社会发展重的作用。

教学策略：创设情景———观察思考————分析讨
论———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学生活动教师活动

1、家蚕的生殖和发育

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卵、幼虫、蛹、成虫。

家蚕通过有性生殖方式产生后代。

在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中，家蚕的幼虫与成体的形
态结构和生活习性差异很大，这种发育过程称为变态发育。

2、其他昆虫的发育

像家蚕、蜜蜂、蝇、蚊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幼虫、蛹、
成虫四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完全变态。

像蝗虫、蟋蟀、螳螂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若虫、成虫三
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不完全变态。

创设情景：世界真奇妙!毛毛虫怎么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质疑：你们听说过丝绸之路的故事吗?悠悠文明史，慢慢丝绸



路。小小的家蚕不仅同中华文明紧密相连，也促进了中外文
化的交流。

你养过家蚕吗?你知道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吗?

组织学生看书————观察与思考

点拨指导

质疑：蜜蜂、蝗虫的生殖发育过程与家蚕和蝴蝶一样吗?

组织学生看书

指导帮助

质疑：饲养过家蚕么?有兴趣的话，课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饲
养、观察。

知识回顾

感悟与收获

达标检测：了望角

进一步探究

布置作业

课后记：

本节课在于明确变态，完全变态、不完全变态的含义。学生
掌握情况很好。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五

教学课题：

第2节动物的行为

教学目的：

1.知识目标

描述各种动物行为;说出动物行为的类型;能正确区别各种动
物行为，认识研究动物行为的意义。

2.能力目标

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对问
题的探究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了解动物的行为，树立正确利用和保护动物的态度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动物行为对于动物的生物学意义，动物的先天性行为
和后天性行为的概念和实例。

难点：后天性行为的概念，动物行为的特点。

教学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教具准备：



课件

教学课时：

课时1

教学过程：

(一)认识动物的行为

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果你留意观察的话，会发现许多有趣的
现象。比如：孔雀在繁殖季节“开屏”;麻雀、家燕等鸟类在
繁殖季节会筑巢;大雁南飞时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
字形;下雨前蚂蚁会搬家等。像这些动物所进行的，我们从外
部可以观察到的活动，称为动物的行为。你还能说出其他的
动物行为方式吗?(可以从书本上找)

学生经过阅读书本和思考后，列举大量的动物行为类型。如：
蜜蜂、蚂蚁的社群组织和通讯行为;鸟类的孵卵、育雏、定时
迁徙、索食行为，某些动物的攻击行为和防御行为等。

问：动物的这些行为是天生就有的呢，还是后天通过学习得
到的?对这个问题学生一般都难以回答，教师可通过适当的例子
(如哺乳动物一生下来便会吮奶等)加以分析，并说明：动物
的这些行为是天生就有的，是动物的本能。有些动物的行为
如马戏团里的“小熊骑车”等复杂行为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
的，其训练的基础是条件反射。我们将在以后学习。

再问：动物的这些行为有何意义?

教师可以鸟类的季节性迁徙为例要求学生讨论，讨论结束由
学生回答，再由教师进行补充。使学生明白动物的行为是对
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有利
于自身生存的行为方式。并要求学生思考其他动物的行为是



如何适应于环境的(可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由学生发言)

在了解了动物行为的类型和意义后，下面我们将以蜜蜂为例
来详细学习蜜蜂的社群组织和通讯行为。

(二)蜜蜂的社群组织

同学们都知道，蜜蜂是对人类有益的昆虫，它们过着社会性
生活，分工合作。为人类提供了如蜂蜜、蜂蜡、蜂王浆等原
料。在一个蜂群中，一般有一个蜂王，少数雄蜂和成千上万
个工蜂，它们构成了蜜蜂的社群。下面请同学们阅读课本68页
“蜜蜂的社群组织”，完成下表。

完成表格后，教师进行小结。并使学生明白社群生活行为的
意义：只有三种蜂分工合作，才能共同维持群体生活，繁殖
后代。

(三)蜜蜂的通讯行为

在蜜蜂的社群组织中，大量的工蜂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
采集花粉和花蜜。在大批工蜂出去采集花粉和花蜜之前，总
有少数的侦察蜂先去寻找蜜源，然后回来“告诉”其他工蜂
一起去采蜜。哪么侦察蜂是如何把蜜源的方位和距离告诉其
他工蜂的呢?请大家阅读课本69页“蜜蜂的通讯行为”后，回
答下列问题：

1.如果蜜源离蜂巢较近，侦察蜂表现为何种行为?

2.如果蜜源离蜂巢较远，侦察蜂如何告诉远近及方向?

在学生阅读课文后回答。一般两种舞蹈学生都能回答得出，
但对于如何用舞蹈来告知方位，学生一般不大搞得清楚。教
师再结合挂图或投影讲解给学生听即可。



最后利用板书小结。

板书设计：

动物的行为

一、动物的行为：动物所进行的，我们从外部可以观察到的
活动。

二、蜜蜂的社群组织

三、蜜蜂的通讯行为

1.圆形舞：表示蜜源离蜂巢近。

2.“8”字摆尾舞：表示蜜源离蜂巢较远。

作业布置：

复习本章，完成实验册上的相关内容。

教学后记：

虽然学生对动物的行为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学生本身并不
清楚动物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教师在上课伊始，应
先向学生列举一些常见的动物行为，使学生了解动物行为的
具体形式，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让学生
列举一些动物行为，教师再总结出动物行为的概念。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六

教材分析：从学生生活实际出发，通过观察、信息交流，了
解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进而明确什么是变态发育、完全变态
和不完全变态。



学情分析：学生对昆虫比较熟悉，但对它们是怎样生殖和发
育的缺知之甚少。所以教师要注意多从生活实际出发，通过
直观教学加强感性认识，使学生便于理解、掌握。

教学目标：

1、举例说出昆虫的生殖和发育过程及特点。

2、通过观察和饲养家蚕等实践活动，理解变态发育的概念和
过程。

3、举例说出昆虫在人类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关注生物科学
技术在社会发展重的作用。

教学策略：创设情景———观察思考————分析讨
论———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学生活动教师活动

1、家蚕的生殖和发育

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卵、幼虫、蛹、成虫。

家蚕通过有性生殖方式产生后代。

在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中，家蚕的幼虫与成体的形
态结构和生活习性差异很大，这种发育过程称为变态发育。

2、其他昆虫的发育

像家蚕、蜜蜂、蝇、蚊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幼虫、蛹、
成虫四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完全变态。



像蝗虫、蟋蟀、螳螂等昆虫的发育要经过卵、若虫、成虫三
个时期，这样的发育过程称为不完全变态。

创设情景：世界真奇妙!毛毛虫怎么能变成美丽的蝴蝶?

质疑：你们听说过丝绸之路的故事吗?悠悠文明史，慢慢丝绸
路。小小的家蚕不仅同中华文明紧密相连，也促进了中外文
化的交流。

你养过家蚕吗?你知道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吗?

组织学生看书————观察与思考

点拨指导

质疑：蜜蜂、蝗虫的生殖发育过程与家蚕和蝴蝶一样吗?

组织学生看书

指导帮助

质疑：饲养过家蚕么?有兴趣的话，课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饲
养、观察。

知识回顾

感悟与收获

达标检测：了望角

进一步探究

布置作业

课后记：



本节课在于明确变态，完全变态、不完全变态的含义。学生
掌握情况很好。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七

【教学目标】

1.观察池塘里生物环境资料，认识自然环境下的生态系统，
以此为蓝本设计生态瓶的建造方案。

2.根据设计方案及实际条件制作生态瓶，并对生态瓶进行管
理和观察。

3.能相互听取意见、共同协作制作生态瓶，并分工进行管理
观察。

【教学重点】

设计制作生态瓶方案。

【教学难点】

每天坚持观察生态瓶里发生的变化及时记录。

【教学准备】

建生态瓶需要的材料：大可乐瓶、剪刀、水、适合在生态瓶
里生活的生物。

生态池塘的图片或录像资料

【教学过程】

一、池塘里的生态系统



学生可能会回答：池塘里有水草、鱼、小虾、螺蛳、鸭子、
河蚌、荷花、荷叶、青蛙。他们会说出池塘里的一些生物，
教师逐步引导学生说出池塘里的非生物。

·这些生物中哪些是水生植物?(水草、荷)

·它们的生存需要哪些条件?(泥沙、水)

·这些水生植物为动物提供了哪些帮助?(食物、栖息地、躲
避动物的攻击等)

·池塘里的非生物对生物又有哪些帮助?

二、设计建造生态瓶

(出示玻璃鱼缸)用这个可以建一个小池塘吗?

1.小组讨论设计建生态瓶的方案。

我们的生态瓶

设计方案

准备用什么材料

哪些生物来生活?

生物

非生物

为生物的生活考虑哪些问题?

生态瓶模型图



2.组际交流设计方案。

三、做一个生态瓶

1.准备相应的制作材料，如透明的玻璃缸、玻璃瓶，也可以
是大可乐瓶剪去上半部分。

根据小组讨论决定的方案制作生态瓶，贴上标签。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爱好，给生态瓶取一个有创意的名字，如“小金
鱼”号、“咕噜噜”号等，增加趣味性，吸引其他同学观赏。

生态瓶标签样本

生态瓶名称

瓶内生物

制作者

管理者

2.小组商量生态瓶的放置与管理，观察与记录。

·放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方便管理?

·如果放在教室里，双休日怎么办?

·组内每个同学都是观察者，记录由每个观察者单独完成。

·要求每天至少观察两次。

四、总结：有什么收获



冀教版八年级生物教案篇八

本文是一篇介绍生物通过非自然途径移迁对人类造成危害的
知识的事理性说明文。文章从解释“生物入侵者”这个概念
入手，介绍了“生物入侵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作用、形成“生物入侵者”的原因、科学界对
待“生物入侵者”的不同见解和目前世界各国对“生物入侵
者”所采取的措施。通过学习，要让学生掌握阅读说明文的
方法。同时也促使我们对这一特殊的生态现象高度警觉，提
高环保意识。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积累词语，掌握“劫掠、栖息、藩篱、归咎”等词的读音及
词义，理解“在劫难逃、五彩斑斓、束手无策、物竞天择、
无动于衷”等词语的意思，并学会运用。

了解文中介绍的生态环境知识，了解生物入侵者的有关情况。

能力目标：

理清本文的说明顺序，整体把握文章内容，提高阅读科普文
的能力。

提高学生收集筛选信息的能力。

3.把握文章所运用的说明方法

（二）德育目标：

增强防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建设家园、保护家园而努力。
教学重点：



1.了解文中介绍的生态环境知识，了解生物入侵者的有关情
况。

2. 通过学习本文，在理清说明顺序，把握文章所运用的说明
方法，能收集筛选信息，增强对生物入侵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教学难点：了解文中介绍的生态环境知识，了解生物入侵者
的有关情况。

(三)教学方法： 1.课文学习以合作探究为主，教师只作必要
的点拨指导。 2.讨论归纳法。通过多种形式的收集资料，讨
论归纳主题，共同解决。

教学手段；多媒体

教学过程：

一、预习

认真阅读课文（至少三遍）。

2.学生预习了解作者。

3.通过查资料理解生字词。

4.能通过自学把握课文段落层次。

5.课前准备搜集生物人侵的相关资料，要求写出生物入侵者
的名称、原产地、人侵地及危害。

二：导入

多媒体播放一则生物入侵者的新闻 ，让学生用一句话概括新
闻内容。

生答：外来生物入侵者给我国生态带来严重危害。



三：通过解题来学习课文

师：什么是入侵？

生答：“入侵”是指外来或有害的物质进入。

师：什么是生物入侵者？

生答：原本生活在异国他乡，通过非自然途径迁移到新的生
态环境中的移民成称为生物入侵。

师：你们是从那里找到的？

生：第一段

教师引导，请同学们在文中勾出来，看看第一段还告诉我们
什么内容？

生：还告诉我们生物入侵者的危害。

师：生物入侵者有哪些危害呢？（板书）

生：不仅破坏某个地区原有的生态系统，还可能给人类社会
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师：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造成这两种危害的生物入侵者。

生：斑贝 天牛 红蚂蚁 棕树蛇 蜥蜴 山猫（教师用多媒体展
示）

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全面，可见概括能力很强，这些入侵者
哪些是详写？

生：斑贝 棕树蛇



师：很棒，现在老师要为难你们了，看谁最棒。请你们采用
故事的形式把斑贝的事例讲给我们大家听听。

此环节选数名学生比赛，选出最佳讲故事明星两名给与奖励。

师：讲完故事老师又要让你们当一回播音员，请同学们把棕
树蛇的事例用新闻播报的方式报道出来。

此环节要求学生回忆巩固新闻的相关知识，可以抽三名学生
参加比赛，选出最佳播音员一名给与奖励。

生：蟾蜍 水葫芦 白蚁等等

师：同学们的知识面很广呀，老师也要展示我搜集的资料，
请看电子白板。（多媒体展示生物入侵者）

生：好多呀！太可拍了。

生：非自然途径（日益繁荣的国际贸易，跨过宠物贸易等）
板书（途径原因)

师：回答很有建树，因此老师告诫同学们在养宠物时千万别
造成养宠物为患啊！既然有危害那我们怎样来控制它们呢？
课文中是怎么说的。

生：文中说有两种态度干预于与不干预。

师；你们认同那种说法呢？

此环节让学生两分钟辩论

师;同学们的辩论真激烈，在你们的唇枪舌战中我们了解到生
物入侵者带来的危害很严重，因而有许多专家们认识到了这
一危害也采取了措施，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专家们采取了什
么措施并读出来。



生：在最后一段

师：同学们你们又有哪些措施呢？

生：严把国际贸易关 买来的宠物不能随意放生 .......

师：看来同学们都能做个环保小卫士，老师也有几条措施希
望我们共勉。（多媒体出示）

1.要谨慎引种。

2.提高生物入侵和生态安全意识。

3.家庭饲养的宠物绝对不能随意“放生”。

4.严把出入境检验检疫关。

师：本文采用哪些说明方法？

生：举例子 打比方 列数字 下定义（板书）

师：通过学习我们认清了生物入侵者，本文采用什么顺序来
说明生物入侵者的？

生：逻辑顺序（板书）

课堂小结

学习了本文我们很清楚的认识了生物入侵者及其危害， 甚至
有许多生物入侵者大多已经严重地威胁到生态平衡，这一问
题给我们的环保敲响了警钟，因而保护自然，关注生态平衡，
刻不容缓。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严加防范（板书）

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拟一条关于生物入侵的环保标语

此环节让学生自由发挥教师自作适当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