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生物北师大版教案 八年级
生物教学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大家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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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物行为是动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范畴，对于研究人类
各种行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学生对动物行为的区分比较
清楚，关键在理解动物行为的意义上有些难度。

4.在上课过程中给学生的思考时间过短，所以导致有些环节
学生都被老师牵着走，失去了一定的探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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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的导入可通过复习花的结构及其在生殖中的作用，在
复习花的基本结构及其在生殖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
问题，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从而导入课题。

在学习有性生殖中，要通过做游戏，复习桃花的基本结构，
分析其生殖特点，进而总结出有性生殖的定义。在此基础上，
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观察与思考”，也可让学生从生活经
验出发，列举常见的植物无性生殖方式，然后组织学生讨论，
引导学生归纳出无性生殖的定义，帮助学生学会区分有性生
殖和无性生殖。

无性生殖的应用，说明生物学是生产实践的基础，这部分内
容，要从实践入手，可让学生先访问当地农艺师或果农，然
后一定要让学生动手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本节教学建议以游戏讨论，实践相结合，辅以观察思考，阅
读讲授法，重视学生的观察与思考，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
做到生物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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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初中生物教学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在教学的过程中，
不断得进行教学反思，然后在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去。经过这
几年的磨练，我对初中的生物教学有一些心得，现表述如下。

一、初中生物科学的教学对象是面向全体中学生的，他的目
的并不是要培养生物学家培养生物人材，初中生物教学的目
的是提高所有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
自觉保护环境的情操，提高他们对生物科学的兴趣，为一部
分今后要从事生物事业的人打下最基本的基础。也就是说，
初中生物教学的目的是全面、基础、科学素养教育，从这一
观点出发，在我的生物教育理念中，从我接触学生的那一刻
开始，我就是一直以培养他们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为主要目的
的。我的`每一个课堂设计、每一个活动安排都是以学生为中
心，并且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为中心思想。在课堂教学的准
备中，我会多注意选择与书本知识相关的课外知识，例如在
讲生态环境时做关于生物圈二号计划的专题讲座，在拒绝毒
品时会让学生观看中国拒绝毒品的宣传片等。总之，在初中
生物教学过程中，要进行不断的教学反思，一切以丰富学生
知识、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生物科学素
养的教学理念为指导。

二、作为老师，教材是必须要了解掌握的，但是，教材对于
老师来说只是一个承载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作为教学的依赖。
我认为，教材就好比一池水，要站在高处去看才能觉得清澈
见底，也就是说，要站在一个比教材更高的角度去把握教材。
作为一名教师的第一步就是研究教材，不仅是研究所教年级
的教材，还要把整个中学阶段的教材都要研究，首先要知道



在整个初中阶段，生物课程都需要学生掌握些什么知识，知
识体系是怎样安排的，学生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需要学习哪些
知识，那些能力需要得到培养和提高等等。在我的教学中，
通常我都是把教材中的知识通过自己的安排糅合成一个一个
专题，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并且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很多的活动，例如一些课堂小游戏、
调查、竞赛等等，让学生在松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

以上几点是我经过几年的初中生物的教学反思，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各位同行也能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得反思，
然后找到最适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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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节课有几个地方我觉得处理得比较好：

1、讲到菌类作为分解者参与物质循环时，我把课本的示意图
转化为表格，

学生一目了然，更利于理解和记忆。

2、讲菌类引起动植物和人患病的时候，先布置学生课前查阅
相关的内容，

课上交流，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且学生可以
拓展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3、讲共生的时候，学生会举很多课外的例子，学习气氛一下
被激发，通过这些例子，学生能更加理解共生的意义。

不足之处：

课前布置查阅资料的任务，只有一小部分能自觉完成，大部
分同学还是没有重视。虽然已经用了加分的股利措施，但还



是无法激发大多数同学的主动性。这个与生物学科的地位有
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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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对课本内容进行大量扩充，增加了介绍研究的动物行
为学的科学家故事以及尝试研究自己学习行为的探究实验，
突出主体性，促进学生在活动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更加向
往生物学研究。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史中的璀璨明珠，其中也蕴含
着许多动物行为学的素材。本节课的引课环节采用活动
法，“看图片，猜古诗，说行为”。猜谜游戏使学生兴趣高
涨，全体参与到课堂；优美的古诗词使学生陶醉在如画的意
境中，心情愉悦感悟课堂；说行为活动又使学生了解到动物
行为多样性，好奇求知向往课堂。

本节课的重点是区别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同时也是学生
理解的难点。采用小组讨论、全班交流的方式，让学生各抒
己见，鼓励不同意见，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的积极性，
很好的突破了难点。课堂上突出主体参与性，通过教学唤起
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才能实现知识、能力和
人格的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