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 七年级生物教
案(模板10篇)

编辑是对文章语言和表达进行精益求精的过程，它需要我们
不断修正和调整。编辑的工作需要具备哪些基础知识和技能，
才能胜任这个职业？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编辑的注意事项
和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启发。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一

知识目标：了解芽的种类，理解叶芽的结构及叶芽发育。理
解顶芽发育与侧芽发育的关系。

能力目标：通过指导学生观察叶芽的结构，培养学生用科学
的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目标：通过分析“顶芽发育与侧芽发育的关系”，使学
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本节的重点知识是叶芽的结构。植物的生长、发育与叶芽的
结构息息相关，叶芽的结构是植物生长的基础。实际上，叶
芽就是尚未展开的枝条（枝条：长有叶和芽的茎）。也就是
说，茎是由叶芽发育的。只有弄清叶芽的结构，才能更好地
理解茎与芽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后续知识的掌握奠定良好
的基础。组织学生做“观察叶芽的结构”实验是本节的难点
内容之一。学生经常掌握不好双面刀片的拿法，弄不好会把
手划破。教师课前应把刀片的一侧用胶布包好，并告诉学生
刀片的正确拿法，避免划破手指。用刀片纵向剖开叶芽时，
学生会出现“剖偏”现象，从而影响对叶芽的观察效果。教
师除了做好示范外，可以多备几个叶芽，让学生多做几次，
从中挑选出最完整的叶芽纵剖面。

本节的难点知识还有叶芽的发育。叶芽的发育过程是一个相



对缓慢的，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伴随着叶芽的发育，新的
枝条逐渐形成。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原因，会造成一些学生理
解上的困难，这就需要教师设法利用一些手段（录像、教具、
动画等），克服时空带来的障碍帮助学生理解叶芽的发育过
程与茎形成的关系，从而突破难点。

“顶芽发育与侧芽发育的关系”对初一学生而言，植物体内
的生长素以及生长素的浓度、作用机理，这些知识都是比较
抽象而陌生的，从学生的知识基础看，理解这些知识是有一
定的困难的。教师应深入浅出地讲明顶芽对侧芽抑制，产生
顶端优势现象及去掉顶芽能使侧芽生长、发育的道理就可以
了。

重点：叶芽的基本结构。

难点：叶芽发育、伸展的'过程。

手段：实验观察与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本节中的叶芽的结构与发育是比较抽象的，所以通过实验观
察及动画演示等方法，比较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
也培养了学生学习生物学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一、导入：

提问：植物的根和叶所吸收和制造的营养物质是如何被运输
到植物体的其他器官的？

组织学生回答，引导学生从植物的外形上分析茎是连接根和
叶的器官。

总结：营养物质的运输是由茎完成的。

引入课题：植物体的茎是怎样产生的？



二、讲授新课：

（一）茎是由芽发育而成的：

出示录像：春天树木枝条发芽、生长的现象。

组织学生观看录像，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茎是由芽发育而成
的。

（二）芽的种类：

展示课前准备好的带芽的枝条实物或投影。

组织学生观察。

提出问题：“请你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芽进行分类。”

组织学生分析、讨论：芽分类的标准和名称。

总结：

（1）芽有许多种类，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名称也不一样，如：

按着生位置区分，可分为顶芽、侧芽。

按将来发育成什么分，可分为叶芽、花芽、混合芽。

（2）顶芽有可能是叶芽，也有可能是混合芽或花芽，但发育
成枝条的芽，应该是叶芽或混合芽。

（三）叶芽的结构：

组织学生完成实验：观察叶芽的结构

1、提示注意事项：



（1）纵切叶芽时，不要切偏，并注意安全。

（2）对照挂图或课本中的实验－叶芽的结构。

2、组织学生总结叶芽的结构，并请个别学生进行指图的活动。

利用自制教具或多媒体动画等方式，向学生展示叶芽各部分
发育的过程。

组织学生总结叶芽各部分发育的结果。

（四）侧芽发育和顶芽发育：

展示具有顶端优势植物的幻灯片或盆栽植物。

请学生分析出现顶端优势的原因。

讲解：（出示投影）

生长素多集中在顶芽等生长旺盛的部位，并能往下运输。在
含量微少时会促进植物生长，含量稍多就会抑制植物生长。
一般情况下顶芽生长素含量少生长快，侧芽生长素多生长慢
或停滞。当顶芽去掉后，生长素往下运输的量减少了，侧芽
处生长素含量降低，顶芽对侧芽的抑制解除，侧芽开始生长，
并能发育成侧枝。

提出问题：“如果你是一位园林工作者，那么你将如何把顶
端优势这一现象利用在工作中？”

组织学生讨论、发言。

利用录像总结学生发言，说明顶端优势和整枝摘心在农业实
践中的广泛应用。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二

1、描述细胞分裂的过程。

2、说出细胞分裂的意义。

二、能力目标

1、通过观察切片、动画尝试解释细胞分裂时遗传物质的平均
分配，提高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通过对比观察动植物细胞分裂过程的图片、动画等，提高
对比观察、分析思维、获取信息的能力。

三、情感目标

在学习过程中体会观察探究的过程。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三

知识性目标：

1.探究食物中含有蛋白质、淀粉、脂肪。（重点）

2.举例说明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难点）

能力目标：加深对探究的一般过程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培养学生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
的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的合作和团队意识。引导学生关注饮食
健康，学会关心他人，关爱生命。

教学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导入新课

[引言]：引言：同学们在电视、电影、报刊和杂志上或许看
到过，非洲某干旱地区的孩子们，由于长期饥饿而变得骨瘦
如柴、无力行走、只能卷曲在地上。同学们或许也有一些这
方面的体会，早上上学时忘了或来不及吃早点，结果到10点
左右时，就会感到头晕、心慌等。从而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由此可见，人体的生长发育和进行各种活动都离不开食物中
的营养物质。那么，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营养物质
又是怎样在消化系统中被消化和吸收的呢？这就是我们在这
一章所要学习的内容。

[探究]：让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小探究。请同学们拿出课前
盒装或袋装。

认真观看，认同人必须摄入一定量的食物，才能维持生命，
才能进行各项生命活动。

纷纷议论开来。

实验：食物中含有蛋白质、淀粉和脂肪食物的包装。以上人
为一小组针对经常食用的5种食物，提出有关营养成分的问题，
并作出相关的假设，完成对5种盒装或袋装食物的营养成分的
调查。

[全班交流]：每小组选派一位代表进行全班交流。

[讨论]：

（1）不同的食物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是否相同？

（2）这些食物的生产原料是什么？

[播放flash]：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



[]：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想一想]：食物中各种营养成分，哪些能为我们生命活动能
量呢？

[讲述]：蛋白质、糖类、脂肪是人体需要的有机物。它们既
是人体的组成物质，又是人体的供能物质。维生素虽不能量，
但也很重要。维生素也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需的，要从外界摄
取的有机物。

[实验]：食物中含有蛋白质、淀粉和脂肪。

[步骤1]：取1-2匙面粉，加清水和成面团，用一块叠成双层
的纱布包住面团，将用纱布包着的面团放入盛有清水的烧杯
中，用手轻轻地揉挤。观察清水发生的变化，讨论产生这种
变化的原因。

[步骤2]：把用纱布包着的面团继续放烧杯中揉挤，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探究活动，并完成书p21表9-1盒装或袋装食物调查
表。

在实物投影仪下展示本小组的调查表。

积极发言，说出食物中一般含有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
素、无机盐、水。

证实自己的结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有七大类，纤维
素也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集体回答。

回答出蛋白质、糖类、脂肪是人体内的供能物质。

以四人为一小组按步骤进行实验。



清水逐渐变浑浊（白色），讨论后认为是面粉溶解的结果。

[步骤3]：在揉挤的过程中，从纱布内向清水中渗出许多白色
的物质。这种白色的物质是淀粉吗？参照书上的图，小组讨
论如何设计实验来验证。

[提问]：你知道哪些食物中富含这样营养物质吗？

[小游戏]：富含各类营养物质的食品。

[提出问题]：人类为什么要摄入这些营养物质？营养物质有
什么功能？

纱布里剩下的黄白色的胶状物质是蛋白质。

设计实验：用碘液来检验。滴加碘液后，水变蓝色，说明从
纱布渗入水中的是淀粉。

花生在白纸上的印迹较透明，是一种油渍，说明花生中含有
较多的脂肪。

重温整个实验过程，填写图表。

积极讨论，从实验中体会到不同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含量不一
样多，如面粉中淀粉含量多，花生中的脂肪含量多。

通过小游戏趣味性的认识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食品中富含的
营养物质。

带着问题阅读书上，并在书上勾划。教学内容教师活动学生
活动[]：

蛋白质--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维持人的正常生长发育。

糖类--也是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



脂肪--为生命活动能量，多余的贮存后起到保温等作用。是
我们的备用能源物质。

维生素--维护人体健康、促进生长发育、调节生命活动等。

[讲述]：我们只需少量的维生素，但它是维持身体良好健康
所必须的。

[提问]：你能说出一些常见的维生素吗？

[阅读]：维生素的种类及功能，（书p23）和(书p26课外阅
读)。

[练习]：完成连线题。

[出示]：佝偻病、坏血病、夜盲症的图片，进行简单介绍。

[播放flash]：各类营养物质的作用。

[]：水--是一种溶剂、运输的媒介、调节体温、排泄废物。

无机盐--参与人体的

学生自己进行，并在书上勾划下重要内容。

脱口说出：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d、维生素e等。

通过连线题了解维生素及其缺乏症。

积极思考，利用平时各累的知识进行回答，同学间相互补充。

教学内容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水和无机盐



观察实验：食物中含有无机盐各种代谢活动，是人体生长发
育等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观察]：食物中含有无机盐。

[讨论]：种子在酒精灯上燃烧后，剩下的物质是什么？

[提问]：几种重要的无机盐的作用。（钙、铁、碘）

[出示]：便秘的卡通图。提问，如果便秘，怎样调节饮食？

[讲述]：对，这就要依靠我们称之为"第七类营养素"的膳食
纤维。

[小知识]：人的肠道内没有消化纤维素的微生物，所以人无
法消化纤维素，它是肠道里匆匆的过客，最终混在食物残渣
里，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纤维素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和
排空，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排便就会通畅，并且减少
患大肠癌的机会；还有利于降低人体内过高的血脂和血糖等，
从而有利于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有利于预防糖尿病，有利
于维持正常体重。

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观察，发现干的小麦种子燃烧
后成为灰白色的灰。

有了前面骨的成分的知识，脱口而出剩下的物质是无机盐。

通过阅读和日常积累的知识，说出钙是强壮的骨骼和牙齿所
必需的；铁是制造红血球所需；缺碘会患大脖子病。

有过这样经历的同学能回答出：可以多吃含纤维素较多的食
物。

仔细聆听，开阔知识面。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四

1．通过了解蕨类植物形态结构、生殖、生活习性等特点，进
而了解蕨类植物的主要特征及在经济上的意义。

2．通过对铁线蕨的观察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及实验能
力。

3．通过对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比较，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
析、归纳、综合等思维能力。

4．通过了解蕨类植物的经济意义，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科
学价值观；通过了解蕨类植物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等特点，
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体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通过
蕨类植物与苔藓植物及与绿色开花植物的比较，使学生能初
步建立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五

1、了解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常见类型

2、探究鱼类的运动和呼吸的方式，并概述鱼类的特征

3、说明水生动物适于水中生活的特点

4、关注水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1、探究鱼类的运动和呼吸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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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鱼鳍在游泳中的作用

1课时



一、动物的种类

1、大约有150万种

2、两类一类是脊椎动物(分类依据：体内有无脊柱)

另一类是无脊椎动物

二、水中生活的'动物——鱼类

1、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链鱼、鳙鱼

2、鱼类适于水中生活的两个特点：一是能靠游泳来获取食物
和防御敌害，

二是能在水中呼吸

3、鱼类的形态特点：

a)体形：呈梭形(流线形)，能减少水中阻力

b)体色：背面颜色较深，腹面颜色较浅，是一种保护色

c)体表：被覆鳞片，体表有黏液，减少水中阻力

d)体表感觉器官——侧线：能感知水流和测定方向

e)运动器官——鳍

胸鳍：平衡作用，帮助转换方向

腹鳍：平衡作用，防止左右摇摆

臀鳍：平衡身体作用



背鳍：对鱼体的平衡起着关键的作用，防止身体侧翻

尾鳍：控制前进方向，产生前进的动力

躯干部和尾部：妆生前进的动力

f)鳔：使鱼能够浮停在不同的水层中

g)呼吸器官——鳃鳃丝：气体交换的场所

鳃弓

鳃耙：过滤水中的物质

4、鱼：体表被有鳞片，用鳃呼吸，通过尾部的摆动和鳍的协
调作用游泳，以此适应水中生活。

六、作业

1、目前已发现的动物种类约有()

a、150种b、100万种c、150万种d、200万种

2、观察水中生活的鱼，会看到它的口和鳃盖后缘相互交错地
时而张开，时而闭合，这是鱼在()

a、摄食b、生殖c、呼吸d、排泄

3、鲫鱼在水中向前游泳的动力主要来自()

a、胸鳍和腹鳍的不断摆动b、尾鳍的不断摆动

c、尾部和身体的左右摆动d、各种鳍的不断摆动



4、鱼呼吸时，水流流经的路线是()

a、体外鼻孔鳃血液b、体外口鳃血液

c、体外口鳃体外d、体外鼻孔口鳃体外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六

本节以活动——寻找教室里的纸蝴蝶为起点，引入生物对环
境的适应的知识，趣味性强，学生容易接受。教师要补充典
型的例子，让学生充分感受“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坚持“合理规划，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防止不合理的
行为破坏环境而导致生物灭绝。

依据《生物课程标准》的理念，主要从以下进行教学设计：

1、模拟实验的能力的培养。

2、合作学习的意识。

3、感受“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1、知识目标

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认识生物的形态特征、生活方式是
与环境相适应的。

2、能力目标

通过实际观察，收集、分析图文资料，培养学生分析说明问
题的能路，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模拟实验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感受“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坚持“合理规划，确保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防止不合理的行为破坏环境而导致生
物灭绝。

重点：描述生物对的环境的适应。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普遍
的。

难点：模拟实验的能力，认同生物的形态结构、生活方式与
环境相适应的观点。

对学生模拟实验、观察能力的引导和培养。

图片分析法，讨论法

有关生物适应环境的图片资料。

1课时

1、导入新课

生：学生会说己家中养的花，要受到阳光、空气、水、土壤
以及其他生物的影响等例子。

生：适应环境，在适应环境的过程又在影响着环境。

师：同学们说的对，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第四节生物对环境
的适应”。

2、学案之一：寻找教室里的纸蝴蝶

师：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寻找教室里的纸蝴蝶。

师：你从这个游戏中得到什么结论？

生：颜色、形态与周围环境差异大的蝴蝶容易被发现，而与



周围环境相似的蝴蝶不容易被发现，这样的蝴蝶才能更好地
生存与繁衍。

3、学案之二：观察生物生存的环境

师：请同学们看课本幕

1．沙漠中的骆驼；

2．沙漠中的骆驼刺；

3．寒冷域中的海豹；

4．旗形树的树冠——四个图片资料，请你分析每一生物的形
态结构特点和生活方式特点。

生：对图片1的讨论如下：沙漠炎热缺水，骆驼和别的动物不
一样，它有高高的'驼峰储藏大量的脂肪，当它又渴又饿的时
候，脂肪会慢慢分解，变成它需要的营养和水；骆驼平时不
出汗，只有体温达到46℃才会出汗；骆驼平时一次能喝下100
多升的水，而每天排出的尿不到一升，来保持体内的水分，
即使在沙漠上行走一个月也不会感觉渴，这些特点是动物对
干旱的适应。

生：对图片2的讨论如下：沙漠地区降雨量少，能生长植物是
因为它生活的区域有地下水源，骆驼刺的根长得非常长，而
且比地上部分长很多，因而骆驼刺在荒漠中也能得到水，这
是植物对于旱的适应。

生：对图片3的讨论如下：海豹是哺乳动物，在寒冷的海域生
活，要保持体温，就得有件厚衣服，海豹的皮下脂肪非常发
达，可以达到60mm，这是动物对寒冷的适应。

生：动物的警戒色。



生：壁虎的“苦肉计”。

生：长颈鹿的颈，刺谓的刺，雪莲花的叶，沙漠植物仙人
掌……

4、课堂

师：（在学生为生物各种各样惟妙惟肖的适应现象惊叹不止
时）告诉学生生物的生存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或风吹雨打、
天寒地冻，或被抓捕，或饥肠惋辅，只有适应环境的，才能
生存下来。所以说，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具有普遍性的，适
应的形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实生物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也在影响着环境。

师：生物的生活受环境的影响，生物又能适应环境并能影响、
改变环境，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也生活在生物圈中，对环境的
破坏必将回报给人类，所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的重要
啊！

课本14页的亲自做。

板书设计

第四节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寻找教室里的纸蝴蝶：

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

观察生物生存的环境

适应的普遍性和相对性。

1、要加强板书能力的锻炼。



2、每一节的“生物学观点”要用板书突出出来。板书要突出、
整洁、醒目。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七

1、概述鸟的主要特征。

2、说出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的概念。

3、确立鸟的身体结构与功能相统一、鸟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

4、尝试探究鸟适于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

5、举例说明鸟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形成爱鸟护鸟的意识。

鸟的'主要特征，鸟与人类生活关系

通过“观察与思考”活动，确立鸟的身体结构与功能相统一、
鸟与环境相适应的观点；通过探究，认识鸟适于飞行的形态
结构特点。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二）、通过观察对比，学习鸟类的多样性

通过对不同鸟的图片、标本或视屏资料的观察，比较它们在
形态结构上的异同，并归纳它们在外型上的共同特点。

学生讨论并完成教材31页的表格。

（三）、指导探究与讲解相结合，引导学生概括鸟的主要特
征

（四）、组织讨论，引导学生关注鸟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认识到，鸟是
生物圈的重要成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伙伴，我们应
该爱鸟护鸟。

教师在课前准备的实验材料、课程资源一定要充分，这样，
学生才能认真观察，合理推理，顺利得出探究结论。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八

1、通过了解裸子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等特点，进而了
解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了解裸子植物的经济意义。

能力目标

引导学生对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花、果实的比较，从而归
纳出裸子植物主要特征，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
综合等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情感目标

1、通过裸子植物的形态结构、生殖与生活习性相适应的特点，
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2、通过对裸子植物经济意义的了解，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
科学价值观，并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重点：

1、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松的形态结构对干旱陆生环境的适应。



难点：松的形态结构与干旱陆生环境的适应。

学生对于裸子植物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可以由
此入手，分析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由于上一节学习了被子
植物，所以也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对于裸子植
物对自然界的.意义的这方面内容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
关的资料。

手段：以学生观察、讨论为主的教学方法。

：(本课题参考课时为1课时)

一、导入：

1、出示松子和杏仁，提出问题：带硬壳的松子是松树的什么
器官？杏仁又是什么器官？

3、组织学生汇报观察结果，并总结：

(1)松的雌球果并不是松的果实。

(2)杏的种子长在果实内，种子是不裸露的，属于被子植物。
松的种子长在雌球果上，种子是裸露在外的。这一类种子植
物称为裸子植物。

二、讲授新课：

(一)松的生活环境：

组织学生根据自己平时在自然界，在电影电视中所见到的松
树的情况，说出松树的生活环境，使学生了解松树不仅广泛
生活在陆地上，而且还能生活在干旱和土壤贫瘠的地方，甚
至是岩石的缝隙中。

(二)松的形态结构：



1、出示有关松的图片，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松的根、茎、叶等
结构的形态特征，分析松为什么能适应干旱的陆生环境。

2、组织学生讨论、汇报

3、总结、补充：松树的根系十分发达；茎杆高大、粗壮；叶
呈针状。

4、出示录像或挂图：简单介绍松的生殖过程。

注意：由于学生没有较多有关传粉、受精等概念，所以介绍
的内容一定要很简单。

重点强调一点：受精后第二年，才形成种子，且种子是裸露
的，带有翅。

(三)其他裸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1、出示录像：介绍我国的裸子植物。

2、组织学生观看录像，并总结裸子植物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3、对学生的回答给予纠正和补充。

(四)裸子植物对自然界的意义和经济意义：

1、请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分析裸子植物对自然界的意义以及在
生活中的应用。

2、出示有关介绍裸子植物经济意义的录像。

3、总结、补充。

三、作业：



请学生列表总结被子植物与裸子植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九

知识和技能目标：描述出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概述血液循环；概述人体的血量以及输血与血型和血量的关
系。

过程和方法目标：实验操作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调查、收
集和分析资料的能力；

(1)知识方面：描述出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和功能；概述
血液循环；

(2)科学方法、能力方面：合作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调查
和收集资料的方法；

(3)科学价值观方面：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结构与功能统
一的思想，养成关爱生命的良好品质。

一、教学引入

1.用美国红十字会主席伊丽莎白说过的'一句话的引导学生，
启发学生思维。

2.过渡语：输血对人类有

重要意义，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那么，血液有什么作用呢?
它的成分是什么?引入课题，并举例说明血液与人类的关系。

二、解读血常规化验单

1、让学生说出验血过程，引出血常规化验单的作用。



2、投影一张血常规化验单，并指导学生解读，引导学生提出
自己的意见。

投影血液各成分正常值，对异常值作简要说明。

三、血液的成分

1、演示实验——血液的分层。

2、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推断和归纳。

提出问题：为什么把血液称做“流动的组织”?(铺垫)

四、血液各成分的主要功能

1、组织学生表演或观看小品——血管中的奇遇。

2、解释贫血、化脓和伤口处血液逐渐凝固等相关知识。

3、小结比较血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功能。

五、实验——用显微镜观察人血的永久涂片

1、指导学生用显微镜观察人血的永久涂片，巡视、检查。

2、显示正确的显微镜下血细胞图，小结红细胞、白细胞和血
小板的形态特点

3、提出问题，引导分析，积极评价。

六、课外阅读——造血干细胞和干细胞的研究

1、指导学生看课外阅读，与学生一起探讨热点话题。

2、布置作业：63页课后练习题。



生物七年级教学设计篇十

一、 教学目标：

1、 说出调查的一般方法，初步学会做调查记录。

2、 描述身边的生物和它们的生活环境。

3、 关注周围生物的生存状况。

二、 教学重点：

使学生初步学会设计调查方案、说出调查的一般方法和会做
调查记录，同时培养学生的分工合作能力。

教学难点：

描述部分所调查生物的特征

三、 课前准备：

帮助学生分组，确定调查范围。了解要调查的生物状况，并
查找相关资料。

四、 教学过程：

1、 把全班同学分成八个小组，选出小组长，说明本节调查
课的目的，步骤，各小组自由选择调查范围(不可在教学区)
然后汇报到老师处，每小组长把组员的名单交到老师处。强
调调查范围的要求是生物种类较多，环境有较多变化的路线。

2、 注意事项：

如安全、不伤害动植物、不破坏生物的生活环境等。



应特别关注一些小生物。如树皮上、草丛中的小生物和天空
中飞行的生物。

3、据报告册p2~3内容进行调查，并及时记录，布置作业是
星期四交齐。

4、纪律要求：

出入教室不可吵，不可影响其他班同学。

各小组提前十分钟回到教室，各小组要跟老师对好时间，要
求本小组长组织好纪律。

5、利用下课前十分钟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出调查的生物，(可
按p9的分类方法)并对个别小组作出表扬。总结本节课全班同
学的表现。(问题： 1.你们组调查了多少种生物?2.你们是按
什么特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分多少类?各多少种?每类选1-2
种生物，说说它们的生活环境?调查中，你又想到哪些新的问
题?)

教学后记：

初一(2)班没有说明细节，学生不明确调查的意义和方法，把
抓昆虫等作为调查的主要目的，抓昆虫成为本班男生的主要
任务。还应强调生物包括，动物，植物，真菌等其他生物。

初一(9)班事前说好了各种注意事项，强调了纪律，所以每个
人都能完成好这次调查活动。

初一(10)班没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该班学生较文静，气氛
太沉闷

初一(3)班课堂纪律太乱，几位同学特意捣蛋，但小组间团队
精神不错，调查到的种类较多，有些学生的知识面很广，认



识植物种类多。

初一(5)班守纪律，调查生物最少19种，最多29种，证明每组
都有认真调查的学生，学生积极性高，对老师的布置完成得
很好。

初一(4)班户外活动时纪律管不好，很多男同学在玩蟾蜍等生
物，男同学一堆，女同学一堆，纪律不好，但调查到最多的
生物种类有40种，最少的也有25种，证明该班学生对生物有
浓厚的兴趣，但事后发现很多生物不是真正看到的，是联想
到和想到的，缺乏科学精神。

教学反思：

在户外活动前要多强调各种规章制度，考虑问题要面面俱到，
，不然学生不了解活动的规则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生物的特征教案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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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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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前准备：

1. 生物的录像。

2. 有关生物与非生物的图片。

3. 教学课件

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设计

引入：放录像，让学生仔细观察录像中出现的生物与非生物。

引导学生根据书上提供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和已有的生物学知
识，说明生物的特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抽题讨论(如果学生
人多可两组一题)小组选出组长、记录员、发言人。小组研究
讨论结束后，可研究讨论其他组的题。待各组完成后，各组
派代表向全班汇报，最后可以安排本小组同学补充发言，而
后其他小组同学再发言补充(教师除了组织学生的活动，可以
作为学生中的一员参与他们的讨论和研究)。

总结：除了书本上列出的生物的特征外，还有其他别的生物
特征吗?(根据生物的特征说)

补充：

8. 生物体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基础

9. 生物体能进行新陈代谢

10.生物体能遗传变异



11.生物能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等

能力训练：可用书上练习p6

(1)分析图片弹钢琴的机器人、慢慢生长着的钟乳石为什么不
是生物?

(2)珊瑚和珊瑚虫都是生物吗?详细说明。

教学后记：

本节课我的安排主要集中在除书本上举出的生物的特征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特征这一问题来让学生讨论，所以很多学生对
生物的特征包括哪几方面了解得不够深入。

教学反思：

这节课可以先安排课后练习钟乳石是否生物来激起学生的兴
趣，同学们就书本上列出的生物的特征进行讨论和举例(主要
是举例)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生物的特征。深入了解了书本的
六个特征后，再活跃学生的思维让他们对生物与非生物的区
别有一个总的认识，再引导他们举出一些所有生物都具有而
非生物所没有的特征。对于学生所列出的生物特征应该逐一
分析，并让学生举出反例子来论证其观点，这样学生才能真
正理解到生物的特征，真正分清楚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然
后再由学生来解答钟乳石是否生物，让他们用刚学的知识解
答一开始可以理解错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