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物教学教案(6 篇) 

高中生物教学教案 1 

    试验原理  

    高等植物的叶绿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叶绿体呈 色、 形，高

倍显微镜下清楚可见。  

    试验目的  

    1、初步把握高倍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观看叶绿体形态

和分布。  

    试验程序  

    观看细胞质的流淌  

    试验原理  

    活细胞中的细胞质处于不断流淌的状态，用 的运动作为标

记可观看细胞质的流淌。  

    试验目的  

    1、把握高倍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2、通过显微镜的实际观看的实际观看，理解细胞质流淌是

一种生命现象。  

    试验程序  

    光照、室温条件下水中培育黑藻  



                                      
                           

    取一片幼嫩的小叶  

    临时装片：清水+小叶+ 盖玻片  

    低倍观看叶片细胞  

    高倍观看叶绿体的流淌及流淌方向  

    留意事项：  

    1、细胞质的流淌受细胞的代谢状况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增进细胞代谢作用的因素，如相宜的光照、温度、PH 值、生长

素等，都可以促进细胞质的流淌。反之，不利的环境变化和某些

化学药品，如麻醉剂等，则可抑制细胞质的流淌。  

    2、在做此试验时，假如发觉细胞质不流淌，或者流淌很慢，

应马上实行措施，加速其细胞质的流淌。其方法有三种：一是进

展光照，即在阳光或灯光下放置 15~20 分钟；二是提高盛放黑

藻的水温，可参加热水将水温调至 25℃左右；三是切伤一小局

部叶片。  

    自我评价试题  

    1、一般光学显微镜是生物学试验中最常用的仪器之一，试

答复以下关于显微镜使用中的有关问题：  

    （1）一细胞或物体被显微镜放大 50 倍，这时“被放大 50

倍”是指该细胞或生物体的（ ）  

    A、体积 B、外表积 C、像的面积 D、长度或宽度  



                                      
                           

    （2）当显微镜的目镜为 10×，物镜为10×时，视野范围内

看到一行相连的 8 个细胞，若目镜不变，物镜换成 40×时，则

在视野中可看到这行细胞中的--------------------（ ）  

    A、2 个 B、4 个 C、16 个 D、32 个  

    （3）用 4 台显微镜观看黑藻细胞。在一样环境中， 若视

野的”明暗程度相仿，反光镜的选用全都，则：显微镜的光圈最

大的一台是（ ）；目镜和物镜均最短的一台是（ ）；观看到的细

胞 数 目 最 多 的 一 台 是

-------------------------------------------------------------（ ）  

    A、目镜 15×和物镜45× B、目镜 15×和物镜10×  

    C、目镜 5×和物镜10× D、目镜 5×和物镜45×  

    2、选择藓类作为观看叶绿体材料的缘由与以下哪项无关

---------------------------------（ ）  

    A、制片简洁 B、叶绿体清晰 C、叶子薄而小 D、细胞质

流淌速度快  

    3、用高倍镜观看比用低倍镜观看到的细胞数目、大小和视

野的明暗状况依次为---（ ）  

    A、多、大、亮 B、少、小、暗 C、多、小、暗 D、少、

大、暗  

    4 、 观 看 细 胞 质 流 淌 时 ， 观 看 的 最 正 确 部 位 是



                                      
                           

---------------------------------------------------（ ）  

    A、叶的边缘细胞 B、靠近叶脉部位的细胞 C、叶片表皮细

胞 D、保卫细胞  

    5 、 把 叶 绿 体 作 为 细 胞 质 流 淌 的 标 志 是 由 于

--------------------------------------------------（ ）  

    A、叶绿体在不同强度光照耀下会以不同面对着光源  

    B、假如没有标志物，细胞质的流淌难以观看  

    C、只有叶绿体等颗粒可以移动，细胞质基质不流淌  

    D、细胞基质是流淌的，细胞器是不运动的  

    6、张小攀同学在观看变形虫临时装片时，发觉视野中有一

较大的变形虫，但在图象上有一小片污物，影响对变形虫的观看。  

    （1）在不调换目镜和物镜的状况下，她应如何推断污物在

何处？写出操操作步骤。  

    （2）假如确认污物在装片内部，在既不允许重新制作装片

又不能揭开盖玻片的状况下，如何去除污物或使污物与变形虫分

开？  

    自我评价试题答案：  

    1、（1）D （2）A （3）A、B、C 2、D 3、D 4、B 5、B  

    6、（1）先轻轻移动装片，观看污物是否随着移动，假如随

着移动，则污物在装片外表或内部；假如移动装片，污物不动，



                                      
                           

一般在镜头上，可先转动目镜，看污物是否转动，假如污物随着

转动，说明污物在目镜上，否则可能在物镜上。  

    （2）用吸水纸在一侧吸引内部液体，使污物与变形虫分开。  

高中生物教学教案 2 

    一、说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xxxxx》是人教版教材高二生物必修本第 x 单元第 x 节内

容。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经学习了 xxxxxxx，这为过渡到本节内

容的学习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因此，本节内容在 xxxxxx 中具有

不容无视的重要的地位。  

    本节内容前面承接本教材的 xxxxxx 内容，后面是本教材的

xxxxxx 这局部内容，所以学好这个内容为学好以后的生物学问

xxxxxx 打下坚固的理论根底，而且它在整个教材中也起到了承

上启下的作用。本内容包含的一些 xxxxxx 学问，是以后生物学

习中不行缺少的局部，也是今后高考的必考内容。  

    二、说教学目标  

    依据本教材的构造和内容分析，结合着高 x 年级学生他们的

认知构造及其心理特征，我制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1、学问目

标 2、力量目标 3、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说教学的重、难点  

    本着高 x 新课程标准，在吃透教材根底上，我确定了以下的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重点的依据：只有把握了 xxxxxx，才能理解和把握  

    教学难点：  

    难点的依据：xxxxxx 较抽象；学生没有这方面的根底学问。  

    为了讲清教材的重、难点，使学生能够到达本节内容设定的

教学目标，我再从教法和学法上谈谈：  

    四、说教法  

    我们都知道生物是一门培育人的实践力量的重要学科。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使学生“知其然”，还要使学生“知其所

以然”。我们在以师生既为主体，又为客体的原则下，呈现猎取

理论学问、解决实际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  

    考虑到我校高 x 年级学生的现状，我主要实行学生活动的教

学方法，让学生真正的参加活动，而且在活动中得到熟悉和体验，

产生践行的愿望。培育学生将课堂教学和自己的行动结合起来，

充分引导学生全面的对待发生在身边的现象，进展思辩力量，注

意学生的心理状况。  

    固然教师自身也是特别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本人应当通过

课堂教学感染和鼓励学生，充分调动起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

激发学生对解决实  



                                      
                           

    际问题的渴望，并且要培育学生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力量，从

而到达最正确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表达了课改的精神。  

    基于本节课内容的特点，我主要采纳了以下的教学方法：1、

直观演示法：  

    利用图片的投影等手段进展直观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活泼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学问的把握。 2、活动探究法  

    引导学生通过创设情景等活动形式猎取学问，以学生为主体，

使学生的独立探究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培育学生的自学力量、

思维力量、活动组织力量。 3、集体争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组织学生进展集体和分组争论，促使学生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培

育学生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由于本节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比拟亲密，学生已经具

有了直观的感受，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本并思索，并例举生产

实践上存在的一些有关的 xxxxxx 现象，在教师的指导下进展争

论，然后进展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有利于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对本节学问的认知更清

楚、更深刻。  

    五、说学法  

    我们常说：“现代的文盲不是不懂字的人，而是没有把握学

习方法的人”，因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殊重视学法的指导。让



                                      
                           

学生从机械的“学答”向“学问”转变，从“学会”向“会学”

转变，成为真正的学习的仆人。这节课在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和

培育学生的学习力量方面主要实行以下方法：思索评价法、分析

归纳法、自主探究法、总结反思法。  

    最终我详细来谈谈这一堂课的教学过程：  

    六、说教学过程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注意突出重点，条理清楚，紧凑

合理。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意互动、沟通，最大限度的调动学

生参加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1、导入新课：（3—5 分钟）  

    由上节课学过的学问和教材开头的情景设置导入新课。  

    2、讲授新课：（30 分钟）  

    在讲授新课的过程中，我突出教材的重点，明白地分析教材

的难点。还依据教材的特点，学生的实际、教师的特长，以及教

学设备的状况，我选择了多媒体的教学手段。这些教学手段的运

用可以使抽象的学问详细化，枯燥的学问生动化，乏味的学问兴

趣化。  

    还重视教材中的疑问，适当对题目进展引申，使它的作用更

加突出，有利于学生对学问的串联、积存、加工，从而到达举一

反三的效果。  



                                      
                           

    3、课堂小结，强化熟悉。（3—5 分钟）  

    课堂小结，可以把课堂传授的学问尽快地转化为学生的素养；

简洁扼要的课堂小结，可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政治理论在实际生

活中的应用，并且渐渐地培育学生具有良好的共性。  

    4、板书设计  

    我比拟注意直观、系统的板书设计，还准时地表达教材中的

学问点，以便于学生能够理解把握。板书：  

    5、布置作业。  

    针对高二年级学生素养的差异，我进展了分层训练，这样做

既可以使学生掌  

    握根底学问，又可以使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所提高，从而到达

拔尖和“减负”的目的。  

高中生物教学教案 3 

    一、设计思路  

    在教学中我以新课标为依据，不拘泥于教材，制造性地重组

教材，优化课堂教学。本节的主干学问是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

的过程，这是一个微观的分子水平上的过程，学生缺乏直观阅历，

教学中可利用多媒体动画和物理模型模拟等，使这一内容直观化；

侧枝内容是 RNA 的种类及遗传密码的概念、种类、特点等。这

局部内容涉及的物质种类也比拟多繁杂，我将它们置于本节课之



                                     
                           

  

    二、教学分析  

    1、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是本章的开篇，是本章学习的根底，也是教学的难

点所在，要用 2 课时。由于课时调整，我在上完 DNA 构造后直

接跳动叙述基因指导蛋白质合成的内容，课程标准中与本节教学

相对应的要求是：概述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概述”是理解

水平的要求，即要求学生能够把握学问的内在规律联系，能够与

已有的学问建立联系，进展解释、推断、区分和扩展等。因此，

本节教学主要是对转录和翻译过程的描述，而且让学生理解转录

和翻译的物质构造根底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规律联系。要到达理

解层次的目标，需要引导学生运用已有学问和观点思索和争论相

关的问题，需要运用有关 DNA 和 RNA 构造的学问，以及构造

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进展分析；“为什么是三个碱基编码一个氨

基酸呢？”需要学生运用数学学问和方法进展分析。本节教材的

另一特点是插图多而且简单。插图包括构造示意图、化学组成区

分图、转录过程流程图、翻译过程流程图和一个 mRNA 分子上

的多个核糖体同时合成多条肽链示意图等。能否处理好教材中的”

插图，是本节教学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2、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习 DNA 分子构造后，已经能够建构 DNA 的分子

模型，并把握了碱基互补配对原则，同时对 DNA 产生了深厚的

兴趣，想进一步探知有关 DNA 的其他问题，学习的欲望剧烈，

但是学生往往会陷入学习时明白，学完了就糊涂的困惑中。因此

在每节课前都有一个复习旧学问的环节，到达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三、教学目标  

    1、学问目标  

    （1）概述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  

    （2）能运用数学方法，分析碱基与氨基酸的对应关系，理

解密码的简并性。  

    2、力量目标  

    培育和进展学生的观看识图力量，分析归纳和推理推断的力

量。让学生能利用文字、图表、图解等形式，阐述转录和翻译的

概念、原理和过程  

    3、情感目标  

    培育学生用生物学观点熟悉和分析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根本

规律。  

    四、教学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  

    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过程  



                                     
                           

   （2）教学难点  

    遗传信息的翻译过程。  

    五、教学策略与手段  

    基于以上分析，在整体上我打算，一方面从学习目标的任务

入手进展教学设计，主要完成什么是转录？怎么转录？什么是翻

译？怎么翻译？这四个问题。另一方面调整课堂构造，不再利用

传统的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教学叙事程序，而是采纳从整

体到局部，先了解全貌再深究细节的程序；在策略上，充分激发

学生的兴趣，从学生最感兴趣的问题入手，设置问题串，层层设

疑，激发并保持学生的求知欲和奇怪心；在教法上，采纳多媒体

课件、模型模拟等形式，把抽象、简单、微观的过程动态化、形

象化、宏观化。这样有利于突出重点、分解难点，增加学生对学

问点的感悟和理解，又能节约时间。但教材中的八幅图表不能放

弃不用，否则就会无视了学生的识图、辩图和析图力量的培育；

在学法指导上，采纳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六、教学过程  

高中生物教学教案 4 

    一、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分析  

    1.教学内容  

    处于生活状态下的细胞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时刻与四周的环



                                     
                           

并利用这些物质和能量维持自身的

各项生命活动，进展新陈代谢。酶作为生物催化剂，细胞内部的

物质转换和能量转换都离不开酶的催化作用。因此引导学生把握

酶的概念和本质，理解酶在代谢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特别重要。

另外，学生已具备做科学的力量，在课堂中引导学生科学地思索，

积极动手试验，对于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非常有益，因此本节课

初步引入对比试验和掌握变量。  

    2.教学对象分析  

    学生通过初三、高一阶段化学的学习，对于纯化学反响已熟

识，但是对于细胞内部的化学反响及生物催化剂──酶的熟悉有

限。工业制氨的化学反响是在高温高压催化剂下进展的，细胞内

部却是常温常压温柔状态，而细胞代谢包括一系列的化学反响，

这些化学反响的进展应当有生物催化剂──酶的参加，才能使高

效有序的进展，因此引入对酶相关学问的学习。  

    二、教学目标  

    1．学问目标  

    探讨活细胞内酶的本质和作用、探究酶的高效性和专一性。  

    2.力量目标  

    ①进展有关的试验和探究，学会掌握自变量，观看和检测因

变量的变化，以及设置对比组和重复试验。  



                                     
                           

   ②在问题探讨，有关试验设计，资料分析等问题争论中，培

育运用语言表达的力量以及查阅资料、共享信息的力量。  

    3.情感目标  

    ①通过回忆科学家对酶本质的探究历史，认同科学是在不断

的观看、试验、探究和争辩中前进的。  

    ②认同科学家不仅要继承前人的科研成果，而且要擅长质疑，

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与态度。  

    三、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 教学方法：试验法、小组争论法、鼓舞评价法、比拟说

明法、卡通图片法，  

    2．教学手段：借助多媒体、设计试验表格  

    四、教学流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细心设问，步步深入（5 分钟）  

    [新课导入] 已近中午了，大家的肚子肯定饿了。为什么肚

子会饿呢？食物是怎样被消化的呢？  

    [问题探讨]图示 1783 年，斯帕兰扎尼“鹰与笼子”的试验，

探讨相关问题及试验的奇妙之处。  



                                     
                           

   [比照说明]工业制氨的条件是什么？  

    细胞内是否具备这些条件？但是细胞内的化学反响依旧高

效有序的进展，缘由何在？  

    [提出课题]酶的作用和本质  

    激发学生兴趣，让大脑快速进入思索状态。  

    [小组争论，得出结论]：  

    鸟类的胃不仅有物理性消化，还有化学性消化。  

    答复：  

    高温、高压、催化剂  

    推想：  

    细胞内有生物催化剂。  

    为引入新课作铺垫。  

    此试验是开创了酶讨论先河。其问题的提出，试验方案，试

验设想，结论与推论等过程及创新思维的意识对学生有学习与借

鉴的意义。  

    [新课]探究研讨，引议释疑（30 分钟）  

    一、酶在细胞代谢中的作用（20 分钟）  

    引导思索，设计试验，验证酶的高效性  

    [试验原理及材料]我们知道过氧化氢可以在 fe3+ 催化下，

分解成水和氧。新奇的动物肝脏研磨液含有过氧化氢酶。假如给



                                      
                           

你新奇的动物肝脏研磨液、过氧化氢溶液、氯化铁溶液，以及必

需的试验用具，你能否设计试验？  

    [提示 1]酶的高效性是相对谁而言？  

    [提示 2]反响物怎么选择呢？  

    [提示 3] 因变量是什么？  

    [提示 4] 观看那些现象可以得出结论？  

    [提示 5]试验预期和结果争论。  

    提问：为什么酶具有高效性？  

    [此试验为特殊补充内容]  

    设计试验，验证酶的专一性  

    [过渡]细胞代谢包括许多化学反响，不仅反响速度快，而且

有条不紊地进展，这说明酶作为催化剂，不仅具有高效性，还具

有专一性。  

    提示：怎样理解专一性？  

    我们知道木瓜果汁含有木瓜蛋白酶，嫩肉粉中也含有蛋白酶

制剂，假如给你木瓜榨汁，嫩肉粉，牛奶、豆浆、淀粉溶液、碘

液、斐林试剂、双缩脲试剂，请根椐需要选择适宜的试剂和的试

验用具，能否设计试验验证酶的专一性？  

    [小结]酶的高效性和专一性。  

    [学生试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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