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下学期生物期试质量分析 七年级
生物下学期期试后教学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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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总起来说虽然有十二分的内容是超纲的内容，但总体上
试题的难度适中、重点突出。有些题还是在单元检测上或同
步练习册上出现过，而且试题的新颖度很好，能很好的测出
学生的理解能力。

学生的整体成绩不是很理想，有一点失望，呵呵，因为我记
忆中这一册的内容对学生来说有点难度，所以我特意放慢了
学习脚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学习的，让学生从
整体上系统的把握、理解知识点。但是成绩还是有点不理想。
原因我想有这几点：第一，试题的新颖度较高，我以前大多
注重学生的`知识点的理解，对试题没怎么讲解，习题主要靠
的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和自主摸索，最后复习时没有重点的
讲解和总结习题，所以学生的应变能力没有跟上学习的脚步。
第二，由于初次教课，对课本、同步上的重难点把握还是不
是很到位，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一些内容没有及时的补充出
来，学生的接触面少，所以只要没怎么讲解的学生的认识度
不够。

当然原因还有很多，总之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不
管是从知识点的把握上还是教学的技巧上或者对学生的心理
特征的理解把握上。恩，好好加油，好好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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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消化道的组成和功能。

2.通过师生双边活动，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加强理论联系
实际的能力。

3.通过启发式教学法和学生主动参与、探究，体验现实生活
经历，提高学习兴趣。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消化道的组成和功能。

难点：联系实际生活。

三、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消化系统组成的挂图、标有各个消化道名称的
帽子

四、教学过程

(一)引用俗语，导入新课

引用俗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导入，引出
人每天需要获取食物里的营养物质，那么营养物质是怎样进
入人体的呢?教师引导学生利用课前预习或已有的知识经验，
引出本节课的主题——“消化和吸收”。

(二)新课教学，探索新知

1.消化道的组成

(1)ppt展示消化道各个组织的名称及其联系



组织学生看ppt上动态展示图，逐一将各个组织介绍出来，并
且引导学生观察回答出各个组织的联系(口腔是消化道的起始
端，口腔连接食道，食道连接胃，胃连接小肠，小肠连接大
肠，最后由肛 门排除食物残渣。)

(2)活动一：教师组织学生结合自身身体，说出各个器官在人
体的位置

由多媒体课件学习了消化吸收的各个组织之后，师生互动，
分别找学生上台在自己身上大致指出各个器官的位置，最后
师生共同总结出位置(胃在人体腹腔的左上方，肝脏位于人体
腹腔的右上方，胰腺位于胃的下方，小肠位于人体的腹腔。

(3)活动二：拼图比赛

教师事先准备了一些没有标注名称的消化系统的结构图，每
组派出两名代表进行拼结构图比赛。之后，师生共同点评每
组的结果，最后教师评价与鼓励。

(4)活动三：观看视频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观看动画，并要求学生看完之后回答问题：食
物要流经哪些器官?

先由学生作答，最后师生共同总结，教师并适时引出消化道
的概念。

2.再认消化道各个器官

角色扮演，巩固消化系统的组成和位置，适时针对每个器官
逐一介绍。

教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7个标有各个器官的帽子，请7位学生
进行角色扮演，5分钟准备时间，然后依照食物在人体消化时



顺序介绍“自己”，看谁介绍的最准确。学生准备好之后，
开始表演。

教师针对学生的表演进行评价。然后，请未参加的同学针对
刚才他们的表演进行评价，老师针对他们的评价以及收获展
开对各个器官进一步的介绍。当学生谈到了小肠和胃时，教
师就会进一步展示小肠、胃的结构图，并总结出小肠和胃的
结构、位置和功能等。(小肠与胃的连接处有十二指肠，小肠
全长5-7米，位于人体腹腔，它是人体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物
质最主要的场所。胃是消化道最膨胀的部分，像一个袋子一
样，囊状结构，它里面有一些液体可以将食物初步消化，主
要负责容纳、磨碎、搅拌和运输。

(三)总结归纳，布置作业

学生谈收获。想一想平时生活中都吃一些什么食物?这些食物
都是分别到达什么器官被消化吸收的?与家人共同分享你的收
获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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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就能明白，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如
何被人体吸收利用。由于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同学很有
兴致，学习主动性很高。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有如下收获：

一、认真阅读，获得新知：

同学通过阅读书上第14页第一段，归纳、分析，可以自己总
结：口腔和食管几乎没有吸收功能，胃能吸收部分水和酒精，
大肠吸收少量的水、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绝大部分养分物
质被小肠吸收，这样不仅归纳总结了本节课的学问要点，而
且培育了同学的阅读、归纳总结力量。



二、通过小组的观看活动，同学获得直观的感知。同学分组
观看鸡小肠的结构，直观感受为什么小肠是食物吸收的主要
场所，初步体会小肠的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特点。

三、观看课件人小肠的结构，深化学问。前面同学已经直观
了解了鸡小肠的结构，初步知道了为什么小肠是食物吸收的
主要场所。再次观看热人小肠的结构图，同学能深化了解小
肠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顺当总结出小肠是吸收养分
物质的主要器官的缘由：

1、小肠很长，5~6米。

2、小肠内壁上有许多环形皱襞。

3、皱襞外表有小肠绒毛和微绒毛。这些特点使小肠的吸收面
积大大增加。而且，小肠绒毛内有许多毛细血管，毛细血管
壁和小肠绒毛壁都只有一层上皮细胞组成，使养分物质很简
单被吸收进入血液，再由血液送至全身，用于全身的生命活
动。由此，可以深化，生物的全部结构都和他们的功能相适
应观念。

四、同学动手制作小肠的结构模型，激发了同学的爱好，更
加深了对学问的把握和了解。

当然，教学中也有缺乏，在组织同学观看鸡小肠结构时，有
的同学嫌脏不愿动手，有的可怕不动手，鼓舞、动员不到位。
同学观看人的小肠时，观看挨次不对，不知从哪儿下手，总
结观看结果，不会归纳，这还需要多培育他们的观看力量和
归纳总结力量。最终的制作模型时，同学太兴奋，秩序有点
儿乱，我还需要多学习组织同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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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的学生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对消化系统有一定的了解，
但食物在消化系统内怎样消化和吸收的知识比较缺乏。而这
部分知识又比较抽象，因此，在教学中我尽可能运用多种手
段将教学内容形象直观化，便于学生识记与理解。

（1）讲消化系统组成及其作用时，可以利用消化系统的解剖
图，让学生结合经验识图，讨论各个器官的作用。这样从学
生自身出发，可以激发学生了解自己的热情。

（2）三大类营养物质在消化道内的开始消化部位学生记忆起
来比较吃力，所以把这节内容编成了顺口溜——口淀粉、胃
蛋白、肠脂肪，便于学生记忆。

（3）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消化时候，如果完全按照教材上的
方法，比较麻烦，所以我在讲课时候进行了实验改进。如取
唾液时，我是这样让学生来取的：嗽口后，口腔微微张开，
将舌尖顶住上颚，安静地想一些酸性的食物，约4-5分钟后口
腔中会有唾液分泌出来，然后头微微向下倾斜，让唾液流入
干净的烧杯中备用。

（4）在学习小肠是消化食物与吸收营养物质主要器官时，我
采用ppt形式，皱襞与小肠绒毛比较直观呈现出来，一目了然，
增强了学生的理解能力。

上完这堂课后，我也发现了本堂课的许多不足之处。如对于
本节课探究活动的组织还欠到位，虽然进行活动的同学在积
极参与，但是坐在下面的部分学生在看热闹，没有起到面向
全体学生的作用。此外，在学生答题时，应留给学生充分的
余地思考，而不是急于提醒和引导。

每一节课的设计老师都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经过课堂实践的
检验后，教师进行积极的反思与总结，就会使课堂教学更加



生动灵活，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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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模拟考试成绩分析出来了，不太理想，静下心来好好
想了想，我认为，在今后的教学中，必须加强规范化训练，
注意多给学生留有消化的余地，做到稳扎稳打，狠抓知识和
能力双落实；注重强化训练，不仅仅是在学生答题出现错误
时，纠正过来就完事，而更重要的'是找出错误的原因，必要
时再有针对性地进行类似的训练；加强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
创设情境，让学生有机会充分暴露错误和薄弱环节，对症下
药，使学生在知错、纠错过程中达到规范训练的目的。

再一点，要加强对学生学法的指导，怎样帮助学生尽快地掌
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教师的指导是很重要的。如指导学生制
订学习计划；指导学生预习教材；教会学生列举内容提要；
启发学生的思维，利用教材中设置的讨论指导学生读书思考；
做习题时指导学生审题，挖掘题目中隐藏的信息等都是培养
学生学习方法的有效途径。学生就会获得真正意义的学习主
动权，自觉地而不是盲目的去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