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细菌搬家教案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教案
(实用8篇)

教学过程是指教师在课堂中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整个过程。
以下是一些注重培养幼儿团队合作能力的教案，希望能够为
幼儿园教师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细菌搬家教案篇一

1.了解洗手的重要性。

2.学习正确的洗手方法。

3.初步培养良好的的卫生习惯。

4.知道一些保持身体各部位整洁卫生的方法。

5.能够将自己好的行为习惯传递给身边的人。

掌握正确的洗手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棉签、洗手图片、七步洗手法步骤图。

一、开始部分

谈话导入：今天，老师给小朋友介绍一位新朋友。请看(出示
棉签宝宝)

(它头上有白白的棉花，身体呢是一根小棍，他是谁呢?没错，
它就是棉签宝宝，现在，棉签宝宝想看一看谁的小手最干净，
我们来用棉签擦擦小手，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师：你的小棉签还是白白的吗?变成什么颜色了?没错，它变



黑了，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因为棉签擦了小手，就变黑了)

小结：我们每天都要用手摸很多东西，小手就会沾上很多细
菌，这些细菌会趁小朋友吃东西的时候溜进嘴里，那样的话
小朋友就会生病。所以我们要经常洗手，养成饭前、便后洗
手的好习惯，把脏东西洗下去。

二、基本部分

1.教师引导幼儿自由讨论如何洗手。

师：棉签宝宝想知道小朋友会不会洗手，那你们知道怎么洗
手吗?现在，小朋友们跟老师一起来看看怎么正确的洗手。

2.观看幻灯片，洗手顺序图：开龙头淋湿水——擦肥皂——
搓小手——冲小手关龙头——擦小手。

3.观看图片，教师示范七步洗手法。

棉签宝宝希望小朋友们做一位爱干净，讲卫生的宝贝。最后
小朋友们和老师一起来看看七步洗手法的正确步骤吧!(教师
播放七步洗手法步骤图，幼儿欣赏)。

三、结束部分

师：小朋友，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洗小手的方法了，让我们一
起将小手洗干净吧!看谁的小手洗的最干净!

幼儿在听故事时很感兴趣，并能结合自己说洗手的重要性，
但在实际练习洗手时出现幼儿嬉闹现象，如抢香皂、把水弄
泼、互相彭水，孩子完全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使课堂有些
乱。还有要是把课件放在可最后播放，效果会更好，这就要
求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多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是自己的专业
素养得到尽快的提升。



细菌搬家教案篇二

1、说出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特点；

2、尝试采用细菌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探究细菌和真菌的
分布；

3、小组成员间相互交流、合作，共同完成探究活动，体验与
人的合作与交流；

4、认同严谨求实、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

重点：

1、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特点；

2、探究活动“检测不同环境中的细菌和真菌”。

难点：探究活动中小组成员要做好分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做
好观察记录。

2、实物投影仪；

3、培养菌落实物；

4、琼脂、培养皿、烧杯、甜豆浆、酒精灯、吸管、三角架、
无菌棉棒、镊子、放大镜。

学生：预习细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

一课时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引入新课

积极思考、踊跃提问

展示变质的牛奶，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认识大型的真菌和真菌中的霉菌

仔细观察，从实物中获得有感性认识。

展示大型真菌及霉菌实物。

细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

请两个同学讲解和演示细菌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提问并
解答。

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师生共同探究解决问题。

区分细菌和真菌菌落分布的特点

观察菌落实物、区分其分布的特点。阅读教材。

将课前培养的菌落实物分发给各小组，指导学生进行观察，
并及时点评并给予鼓励。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范围

通过对实物、图片的观察总结出细菌和真菌的分布范围。

展示实物、图片，引导学生说出细菌和真菌的分布范围。

制定探究活动的方案



制定实施方案、交流活动的计划及展示观察记录的表格

下课后半小时内将在各自环境中已接种的培养皿密封好，送
回教室后排的空桌上。

布置设计探究方案，提醒学生注意设计对照组。巡视和指导、
参与设计，及时激励。

每组发给两套有培养基的培养皿。

细菌搬家教案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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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生物教学教案

细菌搬家教案篇四

活动目标：

1、让幼儿简单了解细菌的粗浅知识，知道细菌很小，但是作
用很大。



2、教会幼儿正确的洗手方法，让幼儿明白洗手可以杀死很多
有害细菌。

3、培养幼儿爱清洁，讲卫生的好习惯。

活动准备：

细菌在显微镜下的图片、香皂、水龙头、毛巾、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1、说说什么是细菌，导入课题

教师：小朋友，你们知道什么是细菌吗?细菌有什么样子的?
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呢?

2、出示图片，引导幼儿观察图片，了解细菌的外部特征。

这些呀，是人们在显微镜下面观察到的`细菌在放大了很多的
情况下的图片，真正的细菌是很小很小的用人的肉眼是看不
见的。

3、启发幼儿讨论什么地方会有细菌?

二、主体部分

2、教师提问：手上的脏东西是什么呢?怎样才能消灭这些脏
东西?

3、我们一起来洗洗小手吧!看看谁的小手洗的最干净?

4、怎样才是最正确的洗手方法呢?



手指缝隙也不能放过，最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用自己专用
的毛巾擦干就行了。

三、结束部分

1、细菌很小但是也很有用，有的能给人们带来麻烦，让我们
生病。但是，有的细菌被我们聪明的科学家利用起来变成了
有用的药品，食品还有日用品。我们人的身体里也有很多有
用的细菌。

2、教师引导幼儿观察图片，知道有用的细菌和有害的细菌是
什么样子的。

3、小结结束。

细菌搬家教案篇五

知识与能力：

1、识记并理解文中的生词。

2、理解细菌的性质，体会说明语言的准确性。

过程与方法：

1、理解作品表现的主题和人物多样的精神世界。

2、学习品味、欣赏作品的方法，品赏作品的语言特色。

情感与价值：

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做有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理解细菌的性质，体会说明语言的准确性。



2、理解作品表现的主题和人物多样的精神世界。

学习品味、欣赏作品的方法，品赏作品的语言

多媒体教学

第一课时

假如世界上的细菌导入：假如地球上的细菌全部被消灭，地
球将会是什么样子？今天让我们走进郑也夫先生的《细菌的
启示》来寻求答案。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
《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文革当中，
北上黑龙江建设兵团852农场务农，当过农民，八年半后返回
北京，后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郑也夫马不停
蹄，跳跃式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攻读哲学硕士，八
十年代中期，郑也夫奔赴美国，攻下"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
取得双硕士。他对社会生活的杂质，仍然不愿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本文是作者2003年5月12日"非典"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
的一次精彩的演讲。

第一部分（第1~11自然段）：认识细菌。

第二部分（第12~19自然段）：细菌对人类进步观的挑战。

1、世界上的物种有哪五类？

原核细胞生物（其中包括细菌），真核细胞生物，真菌，植
物和动物。

2、细菌有哪些性质和特征？

第一，细菌是生物界当之无愧的元老。



第二，细菌无所不在。

第三，细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细菌的不可毁灭性。

第五，细菌靠寄生生存。

3、什么是寄生？

所谓寄生就是吃别人，不劳动，不去捕食。

4、分析句子的修辞手法。

什么叫“寄生”？所谓寄生就是吃别人，不劳动，不去捕食。
不但不去捕食，并且不必自己消化——先咀嚼，后进入胃肠，
经过复杂的化学过程，然后吸收。采取寄生的策略，这些事
情统统不干，去打猎去采集去干活，那多愚蠢哪！它就吃你，
哪儿也不去，就在你体内。你把食物给消化了，它直接吸收
到它的身体里。

5、作者认为对待寄生现象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对待社会生活中的寄生行为，不要过于激动烦恼，要以坚持
不懈，持之以恒的态度，心平气和的与这些不良行为作漫长
的斗争。

6、这篇演讲是如何将抽象、陌生的科学知识化为明白易懂的
感性表述的？

通过讲故事、形象比喻、拟人化写法、形象命名、接通日常
化经验、通俗的口语表达等手法。

7、谈谈你对文章最后一段的理解。



解析：这句话从自谦的口吻与大家互相勉励，在与社会上存
在的寄生现象斗争中要树立信心，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要与“寄生虫”斗争到底。

８、本篇演讲的语言表达有何特点？

（1）大量的通俗口语表达，包括通篇为简洁明快的语言、使
用为数不少的传神的口语词汇和明快的口语短句。

（2）使用听众熟悉的、典雅、贴切乃至传神的书面词汇。

（3）因大词小用和事物间的巧妙联系等产生风趣幽默感。

（4）由于简短、明快、风趣、设问、感叹等，使其充满对话、
交流的语气。

１、作者先从细菌的性质与特征谈起，谈了细菌的古老、重
要作用、不可灭、生存策略等问题，从而涉及到人类社会的
寄生现象。寄生现象在人类社会同样古老，要同寄生行为作
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作者让大家采取“不卑不
亢、不瘟不火、不喜不哀”的态度，是要人们心平气和地去
消灭“寄生虫”们，几千年的陋习不可能完全铲除；同时与
寄生行为作斗争，还有利与人们激起斗志，磨练意志，开动
脑筋增加智慧。

２、本文通过介绍细菌的性质与特征，以及生物界中寄生的
生存策略，告诉人们对待社会中的寄生行为，不要过于激动
烦恼，要以持之以恒的态度，心平气和地与这种不良行为作
漫长的斗争。

第二课时

一、复习说明文的常识。



1、说明文的概念：

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或介绍事物的
状态、性质、功能；或阐明事理，目的是给人以知识。

2、总体常识：

对象：介绍事物、阐明事理

特征：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东西

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

语言：准确、严密

3、说明文的分类

从对象上：事物说明文、事理说明文

从语言上：生动性说明文、平实性说明文

4、说明文的结构：

总分式递进式

二、检查字词

反刍（）繁衍（）

喷嚏（）砥砺（）

不卑不亢（）不瘟不火（）

三、继续研读课文。



１、细菌对人类的挑战表现在哪儿？

２、怎样理解作者对人类社会中的寄生态度？

３、大量引用数字，使本文演讲极具雄辩。作者运用数字时
有何特点？请举出具体语句说明。

四、分析说明方法并举出例子。

举例子：第4段，举例说明细菌的数量和质量非常可观。

列数字：第3段，用数字说明细菌是生物界当之无愧的元老。

分类别：第1段，分类说明五大类生物在地球上的作用。

作比较：第8段，用数字说明细菌的繁殖速度极快。

打比方：第15段，用打比方说明病毒是最简单的生物。

五、拓展延伸。

假如世界上的细菌被全部消灭，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请发
挥想象，写出一段话。

细菌搬家教案篇六

1、说出细菌和真菌在物质循环中的作用。

2、运用所学的细菌和真菌的知识，列举它们对动植物及人类
的影响。

3、通过对细菌和真菌与动植物和人类关系的认识，体验从正
反两个方面辨证地看问题。

1、通过本章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2、通过观察，培养学习良好的观察、分析、思考能力。

1、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培养学生辩证观点，树立生物与环境
相适应的观点。

2、激发学生爱护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物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细菌和真菌对人和其他生物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

理解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物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教学内容分
析：

细菌和真菌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和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们往
往都有这样的印象，细菌和真菌对人类都是有害的，可是本
节教学内容通过一些图片和具体的事例，引导学生逐步分析
逐渐形成更新的观点，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起
着重要作用。没有了细菌和真菌，自然界也就基本停止了物
质的流动，生物遗体就会堆积如山，人们就会没有了生存的
空间，甚至让我们找不到立足之地。细菌和真菌对人类和动
植物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有害的一面，
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了正反两方面辩证分析问题的'观点。

讨论、交流、多媒体演示、观察等方法相结合。

a有关细菌、真菌在自然界中三大作用的多媒体片段。

b相关图片。课时安排：一课时

引言：

想象：没有植物，世界会怎么样



没有动物，世界会怎么样

没有细菌和真菌，世界又会怎么样

一、作为分解者参与物质循环

观察梨子桔子腐烂图

（1）、学生相互讨论：

a、它们为什么消失了？

b、它们消失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吗？

想象: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细菌和真菌会是怎么样的呢?

（2）、讨论：

a、枯草杆菌使梨和香蕉腐烂，它与水果有怎样的系？

b、细菌和真菌在物质循环中起什么作用？

c、细菌和真菌是怎样生活的？

腐生的特点：从动植物的遗体上分解有机物

（3）、完成相关的练习。

二、引起动植物和人患病

（1）、展示有关寄生菌的图片

（2）、菌类引起动植物和人类患病时，自身是如何生活的？

寄生的特点：从活的生物体内或体表得到有机物



（3）、完成相关的练习

三、与动植物共生

（1）、展示有关共生菌的图片

共生的的特点：共同生活彼此有利

（2）、请同学说一说细菌和真菌对动物和人类有哪些好处与
害处。

（3）、完成相关的练习板书设计：

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的作用

一、作为分解者参与物质循环

腐生

二、引起动植物和人患病

寄生

三、与动植物共生

共生

细菌搬家教案篇七

1、人类面对不断而来的困难和挫折，要心平气和的斗争到底，
这样才能为人类的进步作出杰出的贡献。

2、学习本文机智趣味的口头表达，认识口语交际的特点。

1、引导学生学习本文如何将抽象，陌生的科学知识化为明白



易懂的感性表达。

2、了解本文语言表达的特点。

3、引导学生把握本文的主题。

怎样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对人类社会中的寄生态度的认识。

讲解分析法。

两教时

第一课时

一、思考引题：

假如世界上的细菌全部被消灭，地球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作者简介：

郑也夫：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男性，汉族，无党派，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教授。

简历:1963--1968 北京八中读书;1968年7月--1977年1月 黑
龙江建设兵团八五二农场务农;1978年4月--1979年7月首都师
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79年9月--1982年7月 中国社科院宗教
研究所读研究生，获哲学硕士;1982--1994北京社科院社会学
所，1991年获副研究员职称(其中1985--1986 美国丹佛大学
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1994--1998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所工作;1998--2004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获教授职
称;200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学术著作：《西方社会学史》(能源出版社，1987)、《代价
论》(北京三联书店，1995)、《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2001);杂文集：《礼语·咒词·官腔·黑话--语言社会



学丛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走出囚徒困境》(光明
日报出版社，1995)、《轿车大论战》(主编)(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6)、《游戏人生》(海南出版社，1997)、《忘却的纪
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三、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方法，分五个小组完成以下问题：

1、扫清字词障碍。

不计其数 摄( )取 名副其实 当之无愧

反刍( ) 不可匹敌 得天独厚 繁衍( )

赤手空拳 不可思议 觅( )食 一以贯之

不卑不亢 不温不火 束手待毙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归纳文章的结构层次。

4、这篇演讲反映了怎样的主题?

5、读完这篇文章，你从中得到了怎样的启示?

四、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学生完成以上问题。

第二课时

一、检查引题(听写字词)：

不计其数 摄取 名副其实 当之无愧 反刍

不可匹敌 得天独厚 繁衍 赤手空拳 觅食

不可思议 一以贯之 不卑不亢 不温不火



束手待毙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二、思考分析，把握文章的主题：

1、关于文章的结构层次(学生根据自学发言，教师版书总结)：

第一部分——认识细菌。

xxxxx细菌的性质和特征xxxxx

(1)细菌是生物界当之无愧的元老;

(2)细菌无所不在;

(3)细菌在世界各个角落发挥着重要作用;细菌的不可毁灭性;

(4)细菌的生存策略。

第二部分——细菌对人类进步观的挑战。

(1)为求生存选择寄生;

(2)启示：心平气和斗争到底。

2、举例说明本文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

(师生共同探讨，寻找文章运用的说明方法)

(1)列数字;(2)作比较;(3)举例子;(4)打比方;(5)分类别。

3、思考讨论：

(1)举例说明这篇演讲如何将抽象，陌生的科学知识化为明白
易懂的感性表达?



师生小结：通过讲故事，形象比喻，拟人化写法，形象命名，
接通日常化经验，通俗的口语表达等手法。

(2)本篇演讲的语言表达有何特点?举例说明。

师生小结：

(a)大量的通俗口语表达。

(b)使用听众熟悉的，典雅贴切的书面词汇。

(c)因大词小用和事物间的巧妙联系等产生风趣幽默感。

(3)怎样理解作者对人类社会中的寄生态度的认识?

提示：学生自由发言，言之成理即可。

4、探究本篇演讲的主题。

通过有关病毒，寄生的科学知识的生动介绍，希望人民以科
学的态度，健康的心态，以精神意志上的从容应对，对待人
类面临的病患危难。

三、布置作业：

1、完成词语的品味和积累。

2、小作文：谈谈我对这篇文章的认识。

细菌搬家教案篇八

1、说出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特点；

2、尝试采用细菌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探究细菌和真菌的



分布；

3、小组成员间相互交流、合作，共同完成探究活动，体验与
人的合作与交流；

4、认同严谨求实、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

二、重点难点

重点：

1、细菌和真菌的分布特点；

2、探究活动“检测不同环境中的细菌和真菌”。

难点：探究活动中小组成员要做好分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做
好观察记录。

三、课前准备

2、实物投影仪；

3、培养菌落实物；

4、琼脂、培养皿、烧杯、甜豆浆、酒精灯、吸管、三角架、
无菌棉棒、镊子、放大镜。

学生：预习细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

四、课时分配

一课时

五、教学设计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引入新课

积极思考、踊跃提问

展示变质的牛奶，提出问题，引入新课

认识大型的真菌和真菌中的霉菌

仔细观察，从实物中获得有感性认识。

展示大型真菌及霉菌实物。

细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

请两个同学讲解和演示细菌和真菌培养的一般方法，提问并
解答。

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师生共同探究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