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金字塔课后反思 七年级生物生态系
统教学反思(实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一

在新教材中，《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这一节重在培养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够列举不同的
生态系统；阐明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既了解不同的生
态系统；理解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本节课的概念性知
识很少，主要是让学生明确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树立
学生保护环境，爱护生物圈的环保理念。重在对学生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培养，注重的是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综合素
质的培养，而不只强调知识技能的培养。由此在教学目标制
定中我把本节课定位成：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为基础，生物
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本节难点，培养学生保护生物圈的意
识是本节重点。

在教学目标落实中做到了，通过多媒体展示生物圈范围示意
图及图片观察生物圈范围示意图，学生能掌握生物圈的范围。
多媒体影像资料放宽了学生的视野。再利用多媒体展示多种
多样的生态系统，学生观察图片并阅读课文p28-29页图文内
容，阐述每一种生态系统特点和作用，以“多姿多彩的生态
系统”为题，选代表用口头作文的形式表达。做到了学生能
了解生态系统的类型及特点并进行交流活动，实现了学生主
动参与、合作学习。但是，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学生理
解还是不透彻，原因是以“多姿多彩的生态系统”为题，选
代表用口头作文的形式表达，每一种生态系统特点和个认识
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后，学生往往难以从这个认识过程飞跃
到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需要老师给以适当的指导，时



间不够，指导不到位，不能有效调控。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内容比较多，比较繁杂。时间掌握不好容易一节课
讲不完。

在一开始这节课我的设计思路是按照教材的思路一步一步的
引导学生学习，设计完以后，我自己总体感觉上有点不舒服，
说不上来，就觉得乱，太碎，不系统。怎样才能让上课的效
果更好一些呢？后来我想起了昨天听了一节吴老师的课，他
是先让学生看书，再给出问题学生逐一回答，效果很好，这
种方法我并没有试过，是否可以用用呢，于是我又将教案该
了一遍，先让学生看一遍书，然后再让学生找出这节课我们
应该掌握哪些知识点，最后我再将这些知识点进行穿线、补
漏、建立前后联系。

结果这堂课的教学效果果真和以前有所不同，学生很兴奋、
很积极，知识点掌握的也很好，希望各位教师有兴趣也可以
试一下。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三

一、教学目标：

科学知识：

1、学生通过观察池塘里的生态系统，明确生态系统的组成要
素；

2、学生通过设计生态瓶，知道池塘生态系统里生物与非生物
之间的关系。

科学探究：



1、学生通过设计生态瓶，感知设计产品的方法。

科学态度：

1、学生通过制作生态瓶，增强对科学课的兴趣。

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

1、学生通过设计、制作生态瓶，知道生态瓶的制作步骤。

2、学生通过设计生态瓶，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

（一）

导入

1、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一些图片，你们看到了什么？

2、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生态瓶》！（板书）

揭题

（二）设计生态瓶

1、这是我们做生态瓶用的瓶子。（出示：玻璃瓶）想在瓶子
里放哪些东西？



2、举手的同学生多，看来同学们对生态瓶的样式都很有想法。
老师这里有一张设计单，同学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画在设计
单上。注意：画图尽量简洁，比如画一条鱼，只要四笔就能
画好。画好后，标上物体名称。

3、这里的水草起了什么作用？是的，植物为动物提供了氧气
（板书：植物：供氧）

4、这些鱼又对水草有什么作用？是的，动物为植物提供了肥料
（板书：动物：供肥料）生态瓶中的动物和植物时互相作用、
互相依存的。

14、是的，非生物为生物提供了生存必须的`环境，生物与非
生物也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板书：作用、依存）

通过小组合作设计生态瓶，明白自己组将要做一个怎样的生
态瓶。

（三）池塘里的生态系统

3、生态瓶模拟的是池塘生态系统，你觉得我们的生态瓶里还
可以有些什么？

通过观察池塘里的生态系统，使学生明白生态瓶中哪些物体
是必不可少的。

（四）调整设计

1、根据池塘生态系统，同学们看看我们的设计有没有地方需
要调整？

（五）制作生态瓶

3、老师这里还有一些工具，谁能说说这些工具平时用来做什
么？



4、请小组讨论一下，怎样用这些工具将材料按顺序放进瓶里。

5、哪组同学愿意分享你们的制作步骤？

6、老师也梳理了制作步骤，请看大屏幕。

通过制作生态瓶，知道生态瓶的制作过程。

（六）评议生态瓶

发现制作时的不足，以便及时改进。

（七）拓展

1、同学们的生态瓶都做得非常漂亮！那么这么漂亮的生态瓶
后期怎么养护呢？老师这里有一张观察记录单，课后请同学
们每天观察记录瓶里物体的情况。

把教学延伸到课外，鼓励孩子持续观察。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四

本课内容位于苏科版初中生物七年级上册《多种多样的生态
系统》第2课。在第1课介绍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和组成后，在
第2课安排了探究活动，通过调查进一步巩固生态系统的组成。

在本课教学中，我利用我的家乡大兴安岭的一组优美的风景
图片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生态系统的概念和
组成进行了复习；再用惠荫园的一组照片提出问题“惠荫园
是一个生态系统吗？”，激起学生探究的激情，将学生分成
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在惠荫园内进行了科学调查，调查惠荫
园内各种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合作探究整理完成调查报
告，对调查的结果整理分析、得出结论。



通过调查惠荫园生态系统，感受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提
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整理分析---得出
结论，使学生在合作实践中体验了科学探究的方法之一---调
查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学生观察、实践活动进行自主探究学
习，充分调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帮助学生进行了知识
的重新建构，使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让学生从心底里
面产生对本学科的浓厚兴趣，从学中得到乐趣，进而转化
为“爱学”、“会学”，从小学会“爱科学、学科学、做科
学”。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五

1.在某一地区，由于雨量充沛，气候适宜，草木繁茂，使得
兔的数量剧增。如果兔的数量无限增加下去，必然会将草吃
光，将树皮啃掉，生态系统就有崩溃的危险。但是，兔的数
量增多，能够捕食兔的狐、鹰等动物就有了足够的食物，数
量也增多了，结果兔被大量捕食，数量也就减少下去，整个
生态系统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2.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由于大规模开垦西部草原，植被遭
到严重破坏，地面失去保护，终于导致一场“黑风暴”事件，
刮走了3亿多吨土壤，全国冬小麦一年减产50多亿公斤。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六

在上生态系统这节课时，在课堂上引入了几个与知识有关的
资料，结果学生的兴趣大增，是我深深感到，好的资料能更
好的引导学生的学习。这几个资料是：资料一、在草原的一
个大牧场上，牧民放养着很多马、牛、羊等家畜，这里还生
活着鹰、狼、兔、蛇、鼠、食虫鸟、食草昆虫等动物。这一
片草长得非常好，可美中不足的是狼常常危害牧民的家畜。
牧民们齐心协力，大量猎杀狼群。狼少了，家畜也不再丢失
了，可牧民们很快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草地被严重破坏了，
牧场上不能放养这么多家畜了。同样的在草原的一个到牧场



上，本来青草茵茵，虫飞鸟鸣，牛羊成群，一片生机昂然，
由于连续的干旱天气，大片草原变成了干地，牧场上也不能
放养这么多家畜了。

金字塔课后反思篇七

在上节课的基础上，本节课主要讲述的是生态系统中各生物
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而生物之间主要存在的捕食关系
构成的食物链及多条食物链构成的食物网是本节课的重点及
难点，而该节内容也是在上学期基础之上延伸了一些知识点，
所以主要是让学生沿着已有知识内容顺藤摸“瓜”，集思广
益，找到问题的答案；在探究路上，学生学会了与同伴相处、
交流，学会了思考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讲解食
物链时需注意以下问题：

（1）食物链必须以绿色植物为开端；

（2）食物链顶端应该是最高一级的消费者；

（3）注意各生物在不同食物链中所属的不同营养级。

故食物链越短，能量损耗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