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生物观摩课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
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初中生物观摩课心得体会篇一

1、通过实验观察描述根的生长和枝条发育的过程。

2、初步学会运用测量的方法探究根生长最快的部位。

3、运用调查、访谈等的方法与他人交流，了解无机盐与植物
生长的关系。

4、通过植株生长过程的学习向学生渗透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

重点和难点

1、测量数据的方法、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2、根尖临时装片的制作及观察。

教学设计

根靠根尖向前生长

方案一：课外小组的同学展示并描述2种根靠根尖向前生长的
演示实验的结果，汇报本组探究根尖生长的实验方案，包括
如何选材和画线、观察记录、结果分析等。

方案二：课外小组的同学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并描述2种根靠根
尖向前生长的演示实验的结果，汇报本组探究根尖生长的实



验方案，如何选材和画线，观察记录、结果分析等。

方案三：生物课外小组的同学在实物投影上向全班展示切去
根尖的幼根不向前生长，而未切去根尖的幼根却伸得很长。

根生长最快的部位：伸长区

方案一：各小组汇报交流测量的结果。讨论：(1)各小组的测
量数据出现差异的原因？如何处理？(2)如果探究活动只有你
一个人做，只用一株幼苗够不够？为什么？互相交流，解答
疑惑。

方案二：各小组以实验报告的形式，汇报交流各组探究的结
果，并进行分析讨论，各组之间进行评议。评议内容包括：
设计是否合理、装置是否简便易行、步骤是否严谨、记录是
否详实、结果分析是否科学等。

根的生长：

（1）分生区：增加细胞的数量。(2)伸长区：增大细胞体积。

方案一：透过培养皿的玻璃，观察餐巾纸下面白色的根及毛
茸茸的根毛，根尖顶端_发亮的是根冠，再用显微镜观察根尖
的纵切片。

方案二：观察培育的幼根后，动手制作根尖的临时装片，低
倍显微镜下观察根尖的4部分。

方案三：观察培育的幼根后，动手制作根尖的临时装片，低
倍显微镜观察，记录观察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观察根尖永久
纵切片。

方案四：观察根尖的结构挂图，区分根尖的4部分细胞的数量
和体积的大小。



提出观察的提纲，引导学生实验观察后找出很伸长最快的部
位。

枝条是芽发育成的

方案一：观察动态展示芽发育成枝条过程的cai课件，并进行
描述。

方案二：演示抽拉活动教具，使抽象问题具体化并仔细观察，
最后概括描述出芽发育成枝条的过程。

方案三：观察教师板画的芽发育成枝条的相对应结构示意图，
并进行描述。

方案四：先观察动态展示芽发育成枝条的过程的cai课件，然
后在黑板上将叶芽的各分与发育成枝条的相应部分的图用粉
笔连接起来。

提出问题，引导观察和探究。

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芽的结构及相应的枝条图。提供叶
芽的结构和枝条的图各一幅，组织学生连出相对应部分。

植株的生长需要无机盐：

1、需要量最多的是含氮的、含磷的、含钾的无机盐。

2、缺少无机盐时的症状：

3、合理施肥的意义

方案一：观察甲、乙、丙、丁4瓶中分别培养的菜豆正常叶和
缺少氮、磷、钾的叶片，描述现象并诊断病因。



方案二：观察生长正常的叶和缺少氮、磷、钾的叶片的录像，
描述现象并诊断病因。

方案三：看书自学，观察教师出示的几株幼苗，进行诊断，
鉴别幼苗的病因。

方案四：观察课本插图，进行描述，联系实际分析生活中的
现象。

分析生活中的各种做法，树立环保的的意识

初中生物观摩课心得体会篇二

1、学会科学观察的一般方法，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了解
生物的基本特征。

2、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教学活动，逐渐培养学生观察、口
头表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学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精神。使学生成为
既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又能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的人。

教学重难点

1、引导学生观察生命活动的现象，并得出生物的基本特征是
本节教学的重点。

2、一些生物的特殊生理现象的分析和归类是本节教学的难点。

教学过程

假如你乘坐宇宙飞船从太空中遥望地球，映入你眼帘的将是
一幅由蓝色、绿色和白色等编织而成的美丽图案。蓝色是浩
瀚的海洋，绿色是广袤的森林和原野，白色是飘动在海洋和



陆地上空的云彩。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包括我们人类
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物都在这里生活和繁衍。

地球表层生物和生物的生存环境构成了生物圈

它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

合作探究智慧碰撞

探究一：什么是生物？

探究二：如何区分生物和非生物？

观察

（1）观察是科学探究的一种基本方法。

（2）观察可借助哪些工具和仪器？

（3）科学观察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观察的要求：

1、要有明确的目的；

2、观察时要全面、细致和实事求是

3、要及时作好记录。

探究三：生物有哪些共同特征呢？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鸟捕食鱼



牛在草地上吃草

大熊猫吃竹叶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

（利用水、无机盐、二氧碳制造有机物葡萄糖、淀粉等）

2、生物能进行呼吸

鲸呼吸时产生的雾状水柱

野牛在晨光中呼吸

小鸟在呼吸-

鱼用鳃呼吸

3、生物能排除生体内产生的废物

动物可以通过出汗、呼出气体和排尿将废物排除

植物通过落叶将一部分废物带走

落叶是植物产生的废物

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向日葵总是向着有阳光的一方

含羞草

警觉的兔子

5、生物能生长和繁殖



菜豆的生长

红狐的生长

6、传和变异的特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一母生九仔，连母十个样

7、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人胚胎初期细胞群

一些单细胞生物

1、珊瑚是生物吗？请说明理由。

答：珊瑚不是生物，因为它是由死去的珊瑚虫分泌的外壳堆
积而成的，不具有生物的特征；珊瑚虫才是生物。

2、珊瑚虫一般生活在温暖的浅水区，这是为什么？

答：因为浅水区可获得较多的阳光，有适宜的温度，这些有
利于藻类的生长，从而为珊瑚虫提供更多的氧气。因此，珊
瑚虫一般生长在温暖的浅水区。

课后小结

生物的七大特征：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2、生物能进行呼吸

3、生物能排除体内产生的废物

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

5、生物能生长繁殖

6、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7、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课后习题

1、下列各项属于生物的是()

a、海葵b、恐龙蛋化石

c、电动狗d、珊瑚的骨骼

2、下列各项中属于非生物的是()

a、引起人感冒的病毒

b、会弹钢琴的机器人

c、生长在橘子皮上的青霉

d、休眠的青蛙

3、牵牛花清晨开放，傍晚关闭，这种现象说明生物具有什么
的特征·······()



a需要营养b进行呼吸

c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d生长和繁殖

4、下列不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a、母鸡下蛋　b、火山爆发时岩浆喷出

c、大汗淋漓　d、馒头上长“白毛”

5、一种雄性极乐鸟在繁殖季节，长出蓬松的长饰羽。决定这
种性状出现是由于()

a：应激性b：多样性

c：变异性d：遗传性

6、（2009威海）下列属于生物基本特征的是()

a、生物都能自由运动

b、生物都需要从外界摄取有机物

c、生物都能生长和繁殖

教学反思

《认识生物》一课的实践，导入新课用时一分钟左右，然后
进入自主学习阅读文本阶段。共计用时二十分钟左右。通过
我的观察，大多数学生只能读三遍，少数学生只能读两遍多
一点。然后做练习题。做练习题这个过程两班情况差不多。
从学生做题的情况来看，学生对文本仍然很陌生。对训练单
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迅速的找到相应的句子位置，更不能
直接解答。仍然要慢慢的从文本寻找。



从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在作训练单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通过教
师的引导学生能自己完成并且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
的结论。如：恐龙化石为什么不是生物？学生能够回答出它
不具备任何一种生命现象，没有一项生物的特征。不能吸收
营养物质，不能生长繁殖，不能呼吸，不能排出体内废物。
对外界刺激没有任何反应。所以说恐龙化石不是生物。学生
通过自主学习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充分证明了学生自己已经
完全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在回答课后问题钟乳石在慢慢长大
它是不是生物的问题时，班级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学说是，
有的同学说不是。

争论的焦点就是“钟乳石在慢慢长大”。针对这个问题我主
要采取了“导”而不是讲，让学生看课本中的图。引导学生
明白“钟乳石在慢慢长大”和动植物的长大区别是溶岩的堆
积，不是靠吸收营养物质长大。整堂课绝大多数学生都动起
来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自主学习中来。可以说效果远胜于原来
的课堂教学。

初中生物观摩课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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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

知识:

说出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说明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异同。(理解)

说明细胞呼吸的原理，并探讨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理
解)

技能：



设计实验，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探究。

二、教学重难点：

有氧呼吸的过程及原理(重点);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本质，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难点)

三、课前准备：

知道两个小组学生分工完成探究酵母菌细胞的呼吸方式。

四、教学用具：

ppt幻灯片

五、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一)引入

回顾atp的生理功能，糖类、脂肪被细胞分解后把能量储存
在atp的高能磷酸键中。提出问题：有机物进入细胞后以什么
方式分解的呢?在体外，有机物与氧气发生燃烧反应，放出大
量能量。而生物学家发现，有机物在细胞内也是通过复杂的
氧化反映产生能量的。

引出细胞呼吸的概念

回顾旧知识，受教师的问题所引导，进入新课。



(二)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

对引导其他学生对参加实验的学生进行提问，并进行归
纳。(问题如：为什么选用酵母菌作为实验材料，而不选用小
白鼠等;naoh溶液的作用是什么)

对实验的设计、结果进行交流和表达，并回答老师和其他学
生提出的问题

(三)有氧呼吸

提出问题：在学习细胞器的内容中，和细胞有氧呼吸有关的
细胞器是什么?阐明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是线粒体。用幻灯片
展示线粒体的结构，指导学生进行观察和表述，以问题作为
引导：1.线粒体是由多少层膜组成;2外膜和内膜在形态上有
什么区别，内膜的特点如何与线粒体的功能相适应;3.内膜和
基质上有什么物质。

以幻灯片为辅助，讲授有氧呼吸的三个阶段。注意整理三个
阶段发生的场所、能量的变化、产物。

提出问题：有氧呼吸与有机物在体外燃烧放能过程比较，有
什么区别呢?

简单介绍有氧呼吸能量的转化效率，可以让学生来计算。一
般内燃机的效率为25%左右，而生物有氧呼吸的能量效率
为40%左右，其余60%左右转变为热能。

回答问题(线粒体)

观察线粒体的结构，并回答相关问题，并把多个问题的答案
进行整合，得出线粒体适应有氧呼吸功能的结构。

学生阅读相关内容，填写表格，并进行分组讨论后，分别讲



述有氧呼吸三个阶段。

比较两者的区别

分析有机物产伤的热能的生理意义。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四)第一课时小结及练习

用幻灯片展示半成品的概念图，指导学生完成

练习略

小组讨论，完成概念图

(五)无氧呼吸

无氧呼吸的场所、过程、产物、能量的变化

以乳酸、酒为例子，讲授发酵的概念。

通过用图表比较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两者的区别，指导学生
概括无氧呼吸的概念

举出生活中遇到的无氧呼吸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