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优秀8篇)
奋斗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更是为了为社会做出贡
献。奋斗需要不断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的舒适区才能够获得
更多的成长和进步。这些奋斗范文涵盖了各个领域和不同的
人生经历，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一

1、科学探求普通包括的环节：提出问题、作出假定、制定方
案、实施方案、得出结论、表达交流。

2、生物的特征

1)生物的生活需求营养：绝大多数植物经过光协作用制造有
机物(自养);动物则从外界获取现成的营养(异养)。

2)生物能进行呼吸。

3)生物能排出身体内的废物。动物排出废物的方式：出汗、
呼出气体、排尿。植物排出废物的方式：落叶。

4)生物能对外界抚慰做出反响——应激性。例：斑马发现敌
害后迅速奔逃。含羞草对抚慰的反响。

5)生物能生长和繁衍。

6)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3、生物圈的范围：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大部和岩石圈的表
面。

4、生物圈为生物的生活提供的基本条件：营养物质、阳光、
空气和水、合适的温度和一定的生活空间。



5、影响生物的生活的环境要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物因素，
另一类是非生物因素

6、生物对环境的顺应和影响：生物适应环境是指在生物的进
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身的变化,从而达到
与所生存的环境相协调的目的,而环境影响生物除包括以上事
件外还包括环境对生物的选择作用。

8、食物链和食物网：生态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能，
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生物与生物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种生物之间以食物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称为食
物链。食物网：一个生态系统中常存在着许多条食物链，由
这些食物链彼此相互交错连结成的复杂营养关系为食物网。

9、罗列不同的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海
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生物圈是最
大的生态系统。

初中生物的方法和技巧

1先记忆，后理解”，掌握基本知识要点

与学习其它理科一样，生物学的知识也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进
行记忆，但是初中阶段的生物学还有着与其它学科不一样的
特点：面对生物学，同学们要思考的对象是陌生的细胞、组
织、各种有机物、无机物以及他们之间奇特的逻辑关系。因
此只有在记住了这些名词、术语之后才有可能理解生物学的
逻辑规律，既所谓“先记忆，后理解”。在记住了基本的名
词、术语和概念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生物学规律上。
这时要着重理解生物体各种结构、群体之间的联系(因为生物
个体或群体都是内部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整体)，也就是注
意知识体系中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线索。

2听讲



很多优秀学生的经验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点，即学生的主要功
夫应下在课堂上。我们的学习过程，实际上是解决一种矛盾，
即已知与未知的矛盾，通过学习把未知转化为已知，然后又
有新的未知的出现，我们再来完成这个转化过程。

而由未知转化为已知的过程是在课堂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完
成的，因此应该是很顺利的。有很多学生就是课上认真听讲，
在45分钟的时间里完成学习任务。但是，总有些人，课堂上
不认真完成由未知向已知的转化，白白浪费掉45分钟，反而
在课下再花时间去完成转化，此时已没有老师的指导，只有
课本上的内容，显然是不会有好效果的。

如此花双倍或更多的时间，去完成效果不好的学习任务，就
是常说的事倍功半。只要我们把主要功夫下在课上，那么，
课下的负担也就会减轻，而且学习效果也会提高，时间上也
会更加充裕，这就是常说的事半功倍。所以，听讲这一步骤
是极为关键的。

3掌握正确的记忆方法能直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简化记忆法。

即通过分析教材，找出要点，将知识简化成有规律的几个字
来帮助记忆。

2.联想记忆法。

即根据教材内容，巧妙地利用联想帮助记忆。

3.对比记忆法。

在生物学学习中，有很多相近的名词易混淆、难记忆。对于
这样的内容，可运用对比法记忆。对比法即将有关的名词单
列出来，然后从范围、内涵、外延，乃至文字等方面进行比



较，存同求异，找出不同点。这样反差鲜明，容易记忆。

如何轻松背诵生物知识点

联想记忆法

根据初中生物学科内容，巧妙地利用联想帮助记忆。例如记
血浆的成分，可以和厨房里的食品联系起来，记住水、蛋、
糖、盐就可以了(水即水，蛋是蛋白质，糖指葡萄糖，盐代表
无机盐)。

对比记忆法

在初中生物学习中，有很多相近的名词易混淆。对于这样的
内容，可运用对比法记忆。对比法即将有关的名词单列出来，
然后从范围、内涵、外延，乃至文字等方面进行比较，存同
求异，找出不同点。这样反差鲜明，容易记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二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认识扇形统计图的特点和作用，知
道扇形统计图可以清楚地表示出各部分数量和总量之间的关
系。

2.能看懂扇形统计图，并能从图中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进行
简单的分析，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统计意识，感受统计的价值。

教学重点：看懂扇形统计图，知道扇形统计图的特征，并能
从统计图中读出必要的信息。

教学难点：根据统计图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

教学准备：课前统计本班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课前统计学
生自己一天的作息时间安排，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谈话激趣

1.出示教材第96页情境图，说说同学们正在干什么?

2.在这些体育项目中，你喜欢什么活动?出示统计表，进行统
计。(可在课前进行调查统计，利用excel自动生成扇形统计
图)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三

教学目标：

1、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2、举出例子并初步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难点：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辩
证观点。

教学过程：

导入：先比较仙人掌和普通植物的不同，分析为什么仙人掌
的叶子退化成刺，得出结论是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同时学
生分析刺猬、变色龙、竹节虫，得出除了环境影响生物之外，
生物本身也能适应环境。

除了环境影响生物之外，生物本身也能适应环境。

分析书本p19的资料，回答问题：生物的形态结构或生活方式
的特点与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关系?观察兔子和猫的`双眼
在头部的位置,你能发现什么问题?从而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生物为了适应不同环境其形态结构都有所改变。

生物除了适应环境，同时也影响环境。

过渡问题：那是否生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呢?生物本身对环
境有没有影响?学生举出例子，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植物对环
境的影响，动物对环境的影响(蚯蚓、鼠妇疏松土壤，柳、杉
树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成分，帮助净化空气，人类大量得排
除废气、废水使环境受到污染……)

讲解实验:植物对空气湿度的影响。

?1.提出问题:植物对空气湿度的影响



?2.作出假设:裸地,草地,茂密的灌丛的空气湿度不一样.

?3.制定计划:学校内测量裸地,草地和茂密的灌丛中的湿
度.(裸地指什么?灌丛指什么?)

?4.填写p7空气湿度记录表.并画出曲线图.

举例：曲线图的画法：

总结：前面一节课和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环境对生物有影
响，生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环境，所以，生物圈中
的生物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知识来解答下面问题。

6、练习：

1)如果将生活在淡水中的鲫鱼放入海水中,不久就会死亡,这
一现象说明()

a.每种生物都是有寿命的

b.每种生物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

c.动、植物改变生活环境就会死亡

d.生物的生存环境很容易破坏

2)生活在阴湿环境中的植物,叶片一般大而薄,主要作用是()

a.充分利用光能b.减少阳光照射

c.适应低温d.适应潮湿的环境

3)许多种鸟具有保护色,但也难免常被嗅觉发达的兽类所捕食,



对此最好的解释为()

a这些鸟不适应环境

b.被食的鸟是警惕性不高的

c.适应是绝对的

d.适应具有一定限度和相对性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四

一、生物的特征：

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2、生物能进行呼吸3、生物能排出体
内产生的废物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5、生物能生长
和繁殖6、由细胞构成(病毒除外)

二、调查的一般方法

三、生物的分类

按照形态结构分：动物、植物、其他生物

按照生活环境分：陆生生物、水生生物

按照用途分：作物、家禽、家畜、宠物

四、生物圈是所有生物的家

1、生物圈的范围：大气圈的底部：可飞翔的鸟类、昆虫、细
菌等

水圈的大部：距海平面150米内的水层



岩石圈的表面：是一切陆生生物的“立足点”

3、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1)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光、水分、温度等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五

课前准备：

教师制作单元页和课本第3至第第6页的图片，学生查找与生
物的特征相关的资

料。

教学过程

一、讲授新课

1．什么是生物

生：花、草、树、山石、河流等等。

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我们的环境就是因为有这些花、虫、
鸟、兽和它们栖息的环境，才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今
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生物及其生存的环境，进一步了解生物
的共同特征。请同学们观看大屏幕单元页的照片和图i-6，i-10。

生：欣赏屏幕上所呈现出的绚丽多彩的大自然。

师：请同学描绘大屏幕中的图像。

生：同学1说：“蓝天、白云、房屋、太阳、山石、车辆等是
非生物，因为它们没有生命”。同学2补充说：“还有、流水、



土地”。

2．生物的特征

师：出示图i-6，i-1，i-10图片中的狮在追辅斑马，植物光合作
用，小鸡觅食等等都是生命现象，到底什么是生物呢？生物
有哪些共同特征？怎样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具有生命？请同学
们分组讨论。

生：讨论后回答。

学生1回答：“活着的，具有生命的物体是生物。”

学生2回答：“有感情的物体。”

学生3回答：“生物的存活需要养料，要吃东西。”

师：你们列举一下所知道的生物，看看他（它）都需要什么
才能存活？

生：人和动物需要蔬菜、瓜果、肉、粮食等食物，马、牛、
羊需要吃草，虎、狼、豹要吃小动物。

师：人和动物需要营养，那么植物需要营养吗？

生：植物也需要营养，它们需要阳光、空气、水和土壤中的
肥料。

师：给予掌声鼓励。生物只有在营养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健康
地成长。生物还有什么共同

特征，请举例加以说明。

生：生物能进行呼吸，如鲸在呼气时产生雾状水柱。（图i-3）



师：很好！那么，同学们再思考一下，植物呼吸吗？

生：植物也呼吸，比如夜晚睡觉的屋子里摆放很多的花，容
易使人憋闷，贮存白菜的地窖里也是这样。

生：学生讨论后回答。

回答说：“其他的生物也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物。例如，小
动物可以通过出汗、呼出气体和排尿等方式将废物排出体外。

师：那么植物呢？也是出汗、排尿吗？请大家看i-5。

生：回答说：“植物通过落叶能带走一部分废物。植物也能
通过呼吸排出废物。”

师：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并举例说明生物还有哪些特征。教
师引导学生看图i-7

生：学生讨论后回答。

学生1回答说：“含羞草的叶子被碰到后，它会合起来。”

学生2回答说：“生物还能对外界刺激发生反应。例如，人用
苍蝇拍打苍蝇，苍蝇会立即飞走。”

学生3回答说：“狗看到骨头就会流口水。”

师：这些都属于应激性。教师补充说明含羞草的叶子合起并
垂下，其实是在保护叶片。让学生用手碰一下盆栽含羞草的
叶子，亲自感受一下。继续说明多数情况下动物的应激性比
较明显，植物的应激性大多表现在向光生长、向地生长和向
水生长等方面。继续让学生思考生物还有哪些特性。

师：出示i-8在在生长的蘑菇和i-9种子的萌发图片，以及i-10



图学生讨论。生：学生讨论后回答。

学生1回答说：“生物体可以从小长大。”

学生2回答说：“生物还可以繁殖。”

师：接着启发学生思考生物还有哪些繁殖方式。想一想动物、
植物、细菌怎样繁殖。生：学生思考后回答。

从同学们的叙述中，不仅可以看到生物之间传递信息这一本
领，还可以看出生物适应环境这一本领。另外生物也能影响
环境。例如，植被可以保持水土，增加大气湿度，从而可以
减少沙尘暴的发生，改善空气质量。接着鼓励学生多观察生
物，从而得出更多更新颖的建议。请学生思考：自己是否也
有这些特征？任举一种你熟悉的生物，它也有这些特征吗？
生：学生思考后回答。

学生回答说：“有。例如，图片中的猎豹，它有情感，也要
呼吸，也要营养，也有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能力，遇到情
况会声音来传递信息，也能从小长大并繁殖后代。”

二、巩固练习

生：学生讨论后回答。

珊瑚虫是生物，因为只有它具备了生物的特征，具有生命。
而钟乳石和珊瑚是没有生物特征的。

师：教师小结：学完这节课后，你们该知道什么是生物了吧？

生：不是，它们都有生命。

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那些具有生命的物体呢？

生：我们应该热爱和保护那些生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



丰富多彩。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六

课文分析：

这篇课文是一个成语故事，这则故事语言生动、形象鲜明。
全文共九个自然段，按照先果后因的顺序展开叙述，先写更
羸提出不用箭，只需拉弓就能使大雁掉下来；然后写更羸试
了一下，大雁果然从半空里直掉下来；最后以环环相扣的说
理，分析推断虚发雁落的原因，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推理文
章。

教学目的要求：

1、认读本课的7个生字，会写并能正确运用本课的10个生字。

2、联系上下文理解课文内容，了解“惊弓之鸟”的原意，知
道这个成语现在的意思。

3、通过有关语句体会人物的心理，从更羸善于观察、善于分
析中受到启发。

4、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读懂课文中更羸拉弓射雁的内容，知道大雁掉下的原因。

教学难点：

简单了解为什么更羸一拉弓，大雁就掉下来了？

课前准备：



搜集成语故事，并会讲自己喜欢的成语故事。

授课时数：2课时

第一课时《惊弓之鸟》句子分析

一、导入新课。

大家都知道，有了弓，有了箭，才能射鸟。可是古时候，有
个叫更羸的人，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是怎
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学习了第20课《惊弓之鸟》以后就明
白了。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自读课文，借助拼音读准字音，遇到不理解的词语查字典
或问老师。争取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火车检查朗读，纠正易错的地方。

3、默读思考：课文主要讲了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再读课文，理解感悟。《惊弓之鸟》词语解释

1、出示中心话题：你觉得更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哪感受
到的？找出课文中相应的语句，画下来，读一读，说说你的
理由。

学生小组学习。

【设计意图：中心话题的确立，应该能使学生从多元化的角
度对课文进行解读。】

2、合中心话题，理解感悟全文。



学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更羸善于观察，善于思考。

一只大雁从远处慢慢地飞来，边飞边叫。更羸指着大雁对魏
王说：“大王，我不用箭，只要拉一下弓，就能把这只大雁
射下来。”

“从远处慢慢地飞来，边飞边叫”更羸通过眼睛看、耳朵听，
早已心中有数——这是一只受过箭伤的鸟。

“我不用箭，只要拉一下弓，就能把这只大雁射下来。”更
羸成竹在胸，非常自信。

体会着更羸的心情读一读。惊弓之鸟中的鸟是啥

更羸并不取箭，他左手拿弓，右手拉弦，只听得嘣的一声响，
那只大雁忙往上飞，拍了两下翅膀，忽然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这一段明着看是更羸箭艺高超，实际上是更羸善于观察，善
于思考，心中明白这是一只受过箭伤的鸟，所以“并不取
箭”，就射下了那只大雁。

从“那只大雁忙往上飞”可以让学生体会大雁在听到弦响时
的心情，既而理解成语“惊弓之鸟”的意思。

更羸说：“它飞得慢，叫的声音很悲惨。飞得慢，是因为它
受过箭伤，伤口没有愈合，还在作痛；叫得悲惨，是因为它
离开同伴，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它一听到弦响，心里很
害怕，就拼命往高处飞。它一使劲，伤口又裂开了，就掉了
下来。”

（2）更羸射箭经验很丰富

通过最后一个自然段更羸的分析感受到更羸除了善于观察、



善于思考，和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是分不开的。

（3）更羸很谦虚

更羸说：“我可以试一下。”

更羸笑笑说：“不是我的本事大，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只
受过箭伤的鸟。”

这两次对话感受到更羸虽然胸有成竹，但不狂妄自大，在魏
王面前表现的很谦虚。

（4）更羸不爱护动物

因为现在的学生思维很活跃，接触的环保知识很多，所以也
可能感受到更羸射大雁的残忍。

四、感情朗读，分角色表演

课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成语故事，同学们都
对更羸充满了敬佩。课文什么地方让你感受最深，带着自己
的感受读一读。也可以在四人小组中把故事编排成一个课本
剧，演一演。

学生分组表演

第二课时

一、识字、写字

1、“射”字文化背景的挖掘。“射”是会意字，左边
的“身”表示人，右边的“寸”表示手，最早“射”指的是
开弓放箭，后来泛指用压力、推力或弹力送出枪炮子弹或某
种物体。



3、可归类进行间架结构与书写技巧的指导。如在左右结构的
字中“慢”、“掉”“惨”左小右大，“射”“群”左右一
样大。

4、对于学生易错的字要特别强调，如“侯”不要忘记写中间
的一小竖。

二、拓展活动

1、开展“成语接龙”比赛活动。

2、开展“精彩成语故事大家说”活动。

教学反思：

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了解这两个分析推理的过程，不仅能使
学生深刻地理解课文的内容，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分析，推理
的思维能力。这样，把能力的训练落在了实处。整个教学过
程，我觉得我教得收放自如，学生学得很有兴趣，课堂气氛
活跃。

文档为doc格式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七

1.生物分类

概念：根据生物的相似程度(包括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把生
物划分为种属等不同的等级,并对每一类群的形态结构和生理
功能等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

依据：生物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

目的：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



意义：可以更好地研究利用和保护生物，了解各种生物在生
物界中所占的地位及其进化的途径和过程。

2.植物所属类群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是藻类植物、苔藓植物、
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对植物进行分类主要观察其形态结构，如被子植物的根、茎、
叶、花、果实、和种子。花、果实、种子是被子植物分类最
重要的依据。

5.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它包括三个层次：生物种类多样性(即
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三者关系：

(1)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
多样性概念的中心。生物种类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

(2)基因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形式。基因多样性决定
种类多样性，种类多样性的实质是基因多样性。

(3)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外在形式。生态系统发
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是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
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6.我国是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苔藓、蕨类和种
子植物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居世界第三。我国是裸子植
物最丰富的国家，被称为“裸子植物的故乡”。

7.生物的各种特征是由基因控制的。不同生物的基因有较大
差别，同种生物的个体之间，在基因组成上也不尽相同，因
此每种生物都是一个丰富的基因库。



8.我国是世界上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家养
动物、栽培植物和野生亲缘种的基因多样性十分丰富，为动
植物的遗传育种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

9.利用基因多样性改良作物品种典型实例：

美国引进我国的野生大豆与当地品种杂交，培育出抗大豆萎
黄病的优良品种;

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利用野生水稻与普通栽培水稻多次杂交，
培育出产量很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10.生态系统包括类型有：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
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

11.每种生物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的基因
组成是有差别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因库，;每种生物又
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并且与其他的生物种类相联系。
某种生物的数量减少或绝灭，必然会影响它所在的生态系统;
当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和
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因此，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13.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是银杉;被称为中生代动物
的“活化石”的是扬子鳄;中国鸽子树(珙桐)也是植物界
的“活化石”。

14.为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人们把含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
的陆地或水体划分出来，进行保护和管理，这就是自然保护
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我
国现已建成许多保护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珍稀



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

15.自然保护区是“天然基因库”，能够保护许多物种和各种
类型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
室”，为开发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自然保护区
是“活的自然博物馆”，是向人们普及生物学知识和宣传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

鸟类教学设计初中生物人教版篇八

藻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四大类群。

2、按照生殖方式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两大类。藻类、苔
藓、蕨类植物都不结种子，而是产生孢子，合称为孢子植物。
种子植物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3、藻类植物

(1)常见的藻类植物：水绵、衣藻、海带和紫菜等

(2)生活环境：大都生活在水中，少数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湿处。

(4)藻类植物的主要特征

大都生活在水中，少数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湿处。没有根茎叶
的分化，体内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

4、藻类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释放氧气、可做鱼类饵料，可供食用，可供药用。

5、苔藓植物

(1)常见的苔藓植物：葫芦藓、墙藓、地钱。



(2)生活环境：大都生活在潮湿的陆地环境中

(3)苔藓植物的主要特征：苔藓植物一般都很矮小，通常具有
茎和叶的分化，但是茎中没有导管，叶中没有叶脉，也没有
真正的根，只有起固着作用的假根。

6、蕨类植物

(1)常见蕨类植物：肾蕨、卷柏、贯众、满江红

(2)蕨类植物的形态结构：

有根茎叶的分化，在这些器官中有专门运输物质的通道—输
导组织

(3)生活环境：大都生活中潮湿环境中，

(4)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古代的蕨类植物形成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