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优秀8篇)
环保宣传的内容涉及节能减排、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等
方面的知识。宣传语的语气要积极向上，鼓励受众参与到环
保行动中。看完这些环保宣传语范文，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地
球的守护者，共同为环保事业奋斗。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一

1、简述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说出构成细胞的基本元素是碳。

2、尝试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探讨细胞中
主要化合物的种类。

3、认同生命的物质性。

1、教学重点

（1）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和化合物。

（2）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

2、教学难点

（1）构成细胞的基本元素是碳。

（2）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糖类、脂肪和蛋白质。

2课时（上课1和实验1）

〔引入〕以“问题探讨”引入，让学生以初中的知识来思考，
回答。

〔问题〕以“本节聚焦”再次引起学生的注意和思考。



〔板书〕

一、组成细胞的元素

大量元素：c、h、o、n、p、s、k、、mg等

微量元素：fe、mn、zn、cu、b、mo等

基本元素：c、h、o、n、s（ca）p、

主要元素：c

二、组成细胞的化合物

〔思考与讨论〕生思考师提示。

1、提示：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的区别主要看它们的分子
组成中是否有碳元素，如糖类是有机化合物，由碳、氢、氧
三种元素组成；水是无机化合物，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
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对这两类化合物的严格区分，
请参照化学教科书。

2、提示：细胞中最多的有机化合物是蛋白质，无机化合物是
水。蛋白质是组成生物体的重要物质，在生命活动中起重要
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离开水，生命活动就无法进行。

3、提示：植物的叶肉细胞、果实细胞和种子的细胞中通常含
有较多的糖类、脂质和蛋白质。如禾谷类的果实、种子中含
淀粉（多糖）较多；甘蔗的茎和甜菜的根含蔗糖多；花生、
芝麻种子中含脂质多；大豆种子中含蛋白质多，等等。要想
从植物的果实、种子中获得糖类、脂质和蛋白质，就要设法
使细胞破碎，再将这些物质提取出来。

三、实验



〔到实验室做实验〕

1、生物材料中有机化合物的种类、含量不同。因此，我们应
选择多种多样的食物，保证获得全面的营养。

〔小结〕略。

〔作业〕一二题。生思考师提示

〔提示〕略

四、拓展题

1、提示：细胞是有生命的，它可以主动地从环境中获取生命
活动需要的元素。这是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之一。

2、提示：不能。生命系统内部有严谨有序的结构，不是物质
随意堆砌而成的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二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

目前根据统计，人类因病死亡的总死亡率中，癌症居第二位，
且日趋年青化，专家预测我国癌症死亡率将逐年上升。依据
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课程理念与课程标准制定的内容标
准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本节课知识目标确定为：

知识目标：1、说出癌细胞的主要特征2、讲出致癌因子3、预
防和减少癌症发生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目标：本节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有密切联
系，癌症的防治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因此，应突出“选择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讨论癌症防治”等情感教育目标。



二、教学设计思路：

本节课的教学关键，是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实施
的办法可以通过名种教学活动来达到，让学生亲自体验和感
悟，可通过评价的`激励机制和导向来实现。为实现以上目的，
教学设计采取如下方法进行：在课前1-2星期组织学生进行社
会调查，主要内容有：1、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有哪些?2、调
查生活周围人群中癌症患者及癌症的种类及患者的生活习惯
等3、引起癌症的因素有哪些?4、调查不同生活环境中(如工
厂、化工厂、农村、城市)人群中癌症发病率的调查，5、如
何预防癌症?6、癌症是不治之症吗?7、走访“抗癌英雄”，
了解抗癌事迹。要求学生记录并统计调查结果,上课时结合课
文内容进行讨论、交流，加深认识，掌握知识目标的同时，
达到情感教育目标。

三、教学程序：

程序教师组织与指导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导言：目前威胁人类健康造成死亡的主要
疾病有那些?引导学生阅读课文，了解什么叫癌细胞。学生根
据调查到的情况讨论发言：

1、心血管病

2、癌症

3、艾滋病

4、糖尿病

5、恶性传染病等激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及对癌症的关注。

探讨癌细胞的概念特征组织学生对“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比



较研究”进行讨论。学生展示他们的调查成果。幻灯或投影
展示癌细胞病理切片、图片。分组讨论得出癌细胞的主要特
征：

1、无限增殖

2、形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3、容易在体内扩散发挥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

讨论致癌因子组织学生分组汇报，引导学生从物理、化学、
生物三方面对致癌因子分类。投影“正常细胞和紫外线照射
的色素细胞”图片，引导学生讨论：

1、晒太阳对体有什么好处?

2、如何正确处理日光浴与预防紫外线过度辐射之间的联系?

3、为什么臭氧层破坏会导致皮肤癌患者增多?引导学生对日
光浴的利弊进行辩证思考，并引发学生关注臭氧空洞这全球
性环境问题，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为什么不提倡吸烟。各小组
调查代表展示他们的调查成果、阅读阅读材料1、2、3讨论得
出致癌因子有：

1、物理致癌因子：主要指辐射，如紫外线、x射线等。

2、化学致癌因子有数千种,主要有：无机物如石棉、砷化物、
铬化物、镉化物等;有机物如黄曲霉毒素、亚硝胺、联苯胺、
烯环烃等。

3、病毒致癌因子：如rous肉瘤病毒。

4、引导学生讨论环境污染是导致癌症的重要因素。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认识和关注身边



的致癌因素。

致癌因子为什么会导致细胞癌变让学生阅读课文、讨论分析
细胞癌变的原因，引出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概念。

指出原环境中的致癌因子会损伤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使细胞
中的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发生突变导致正常细胞的生长和分
裂失控而变成癌细胞。学生阅读课文、进行讨论分析交流。
培养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

怎样预防癌症组织学生进行教材资料分析和讨论：“病从口
入”用于癌症是否合适?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做法
会增加患癌的机会?那些做法有利于预防癌症?学生阅读阅读
材料4、讨论、举例课前调查到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让学生通过活动讨论，养成以健康的生活方式防癌的情感。

分析得出结论。落实科学、技术、社会相互关系的教育，进
一步开阔学生的眼界。

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讨论“拓展题1和2”。学生讨论分析、派
代表发言。用以评估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三

高中生物必修1模块让学生从分子水平认识生命的物质基础和
结构基础。其中蛋白质部分是个重点内容，在教材中起到承
上启下的作用。第一节提到细胞中含量最多的有机物是蛋白
质，以后学到载体蛋白、酶等知识都与蛋白质紧密相关。蛋
白质种类繁多，功能多样，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学好
这部分内容对学生从分子水平理解细胞的物质基础和结构基
础举足轻重，同时也为学好必修2基因表达部分打基础。蛋白
质这一节内容分为氨基酸及其种类、蛋白质的结构及其多样
性、蛋白质的功能三部分。我们计划用两个课时完成这一节，
其中第一课时完成氨基酸的结构及其种类以及氨基酸的结合



方式的教学，第二课时完成剩下内容的教学同时通过练习加
强巩固。本教学设计是针对第一课时来进行的。

教学目标分为以下三个子目标来完成。

1、知识目标：

说明氨基酸的结构特点及氨基酸的结合方式。

2、能力目标：

（1）通过氨基酸结构通式的推导，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2）通过探讨氨基酸的缩合过程，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目标：通过氨基酸结构比拼活动，培养学生探究的意
识以及合作意识。

本节教学的重点难点是：氨基酸的结构特点以及氨基酸的结
合方式；

生物必修1面向的是高一学生。他们学习化学才一年多的时间，
有机化学的知识比较肤浅，没有看过比较复杂的化学结构式、
化学键，也没有学过有机物反应的过程，因此对本节课重点
内容难以把握，给课堂教学带来比较大的障碍。本节内容如
果按教材的编排，直接让学生观察氨基酸的结构，然后归纳
氨基酸的结构通式，会使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陌生的化学结
构式让学生很难领悟，更谈不上激发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学习
和探究。建构主义认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学习主体（学生）
和客体（学习内容）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
的内化过程，要么通过同化作用，把新知识纳入已有的认知
结构；要么通过顺应作用，改组扩大原有的认知结构，把新
知识包容进去。它并非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个自
主的、自动的建构过程。



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甲烷、乙酸、氨气等化合物，具
备了相应的知识基础。因此，对本节教材的教学采用问题引
探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并采用多媒体辅助课堂教学。本
课设计情景让学生回顾学过的化学知识，然后改组原有的知
识结构，纳入新知识，最后分析、总结出氨基酸的结构通式。
然后介绍氨基酸种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蛋白质食品的正确
选择上，联系到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组成，过渡到氨基酸的
结合方式的学习。这里并没有按照教材通过看图来引出氨基
酸的缩合方式，而是通过上述来实现知识点的过渡。把这幅
图放在下一课时讲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多样性时才一起讲解。

氨

基酸结构及结合方式

学习过程

教学过程

激发兴趣积极思维

看图激趣创设情景

变构感悟寻求思路

温故知新探究发现

灵活运用深入探究

变式演练激励创新

整理知识构建网络

自我小结融入体系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四

授课内容：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 授课班级：七年级一班教
师：张亚娟 授课日期：2014—10—26教学目标：

1） 了解构成细胞和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组成；

2） 掌握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

3） 理解和掌握主要化学元素的作用；

4）通过生物体组成元素与非生物的对比，理解生物界与非生
物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通过学习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认识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
统一性和差异性；使学生初步学会抓住知识中的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用抓住事物之间的内
在联系的观点分析事物，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

通过对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分析，培养
学生理解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培养学生跨学科分析
问题的能力、教学重点、难点：

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及这些化学元素的重要作用

2、组成生物体最基本的元素是碳；

3、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核心概念：大量元素，微量元素

地球上的生物，现在已知的大约200万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体，
在个体大小、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都不相同。但是，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是大体相同的，也就是说，



生物体的生命活动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

物质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各种生物体细
胞内的生命物质，查明了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的种类、数
量和作用、大家都知道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物质
构成的，构成细胞的物质和世界上其他物质一样都是由元素
构成的。那么组成生物体的元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这节
课就来学习生命的物质基础的第一节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两者不同的地方。除了找不
同点外，还要找相同点。

下面以小组为单位，运用恰当科学的方法来解读表格中的数
据，归纳结论，然后进行交流。我们通过比较，发现玉米和
人的化学元素组成差异较大，除了o和c两种含量最多的化学
元素有较大差异外，一些含量较小的化学元素差异也很大。

我们来分析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哪些。同学们边看边思
考下面

的问题：

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哪些？与非生物是否相同？

2、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生物体中含量是否相同？

3、哪些化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含量很高？哪些很低？

经过同学们的认真观察，对比分析，回答了上述问题。对学
生的答案给予评价，鼓励学生自己主动思考问题。

分析上表，我们知道组成玉米和人体的基本元素是c、h、o、n，
这四种元素在组成生物体的元素中含量最多。从上表还可以
看出，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在不同



的`生物体内，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差很大。

同种生物不同生长期体内各元素含量也有不同。同种生物体
内不同器官各种元素的含量也有差异。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仙人掌和海洋中的鲸的化学元素大
体相同；各种化学元素在这两种生物体内的含量有差别。

通过上面的学习，同学们都理解了组成生物的化学元素种类
大体相同，但不同生物中含量有差异。根据组成生物体的化
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含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量元素；那么什么是大量元素呢？大量元素就是指
含量占生物体总重量万分之一以上的元素。例如：c、h、o、n、p、
s、k、ca、mg等。

与之相对的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是指生物生活所必需，但
是需要量却很少的一些元素。例如：fe、mn、zn、cu、b、mo等。

同学们要注意：微量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含量虽然很少，却是
维持正常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

在组成生物体的大量元素中，c是最基本的元素，c、h、o、n、p、s
6种元素是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如表1—2，大约共占细胞
总量的97%。生物体的大部分有机化合物是由上述六种元素组
成的。例如：糖类多是由c、h、o组成，核酸是由c、h、o、n、p等
元素组成的，而蛋白质由c、h、o、n等元素组成。

一是：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组成多种多样的化合物，如糖类、
蛋白质、核酸、脂肪等，这些化合物在生命活动中都具有重
要作用。

二是：化学元素能够影响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例如，油菜缺b
时，会出现“花而不实”的现象。这是因为微量元素b能够促



进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的伸长。当柱头和花柱中积累了大量b时，
有利于受精作用的顺利进行。在缺少b时，花药和花丝萎缩，
花粉发育不良。mo作为牧草生长的必需微量元素（新西兰草
场钼矿）。

小孩缺钙长不高，老年人缺钙易患骨质疏松。人缺铁会出现
贫血症状，果树缺铁会的黄叶病；植物体缺钾茎秆软弱易倒
伏；人体缺碘易患大脖子病等。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组成生
物体的元素的作用，只有在生活的机体中，在生物体特定的
结构基础上，在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
化合物是生命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蛋白质和核酸是生命的
最基本物质。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无机自然界中都可以找到，没有
一种化学元素是生物界所特有的。这个事实说明，生物界和
非生物界具有统一性。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五

【导语】本站的会员“不曾遗忘”为你整理了“高中生物教
学设计”范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一、教学目标

1.能够描述磷脂双分子层的特点及形成原由。

2.通过构建磷脂双分子层模型，提高学生推理及操作能力。

3.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磷脂双分子层的特点及形成原由。

【难点】

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三、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通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提问：为何莲花身处
污泥之中，却纤尘不染?引导学生回答出生物膜的功能。进而
追问：为什么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引入本节课的内容。

(二)新课展开

分组活动，由学生作为科学家代表，对教材中所提及的实验
依次进行解说。

(欧文顿是通过能溶于脂质的物质比不能溶于脂质的物质更易
通过细胞膜这一现象，推断出膜由脂质构成的。并未进行膜
成分的提取与鉴定，所以并不准确，所以需要对膜成分进行
提取、分离和鉴定。)

第二组学生代表上台对从哺乳动物红细胞提取膜实验进行解
说。教师提问：为什么以哺乳动物红细胞为实验材料?细胞膜
中的脂质主要是什么?教师提问：学生阅读p66页中磷脂的内
容，教师简单介绍磷脂的特点，并尝试构建磷脂分子模型。

(成熟的哺乳动物红细胞没有细胞核与细胞器，是提取细胞膜
的.理想材料;细胞膜中的脂质主要是磷脂。)



第三组学生代表上台对荷兰科学家的实验进行解说。教师提
问：那么磷脂分子是如何参与到细胞膜的构建中呢?学生利用
磷脂模型尝试构建可能的磷脂双分子层。学生展示完毕后，
教师进行点评和修改完善，最后解释原由。

(磷脂是由甘油、脂肪酸和磷酸构成，磷脂的“头”部是亲水
的，脂肪酸“尾”部是疏水的，因此在细胞膜的构建中，磷
脂的“头”部均朝外部，“尾”部均朝内部，构成了磷脂双
分子层。)

(三)巩固提升

教师提问：对于磷脂双分子层的探索过程，你有什么启示?

(生物是一门需要不停探索的学科，探索过程是一个漫长、曲
折和艰辛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严谨的科学态度。
其次，生物的结构往往与其功能是相适应的，两者间存在密
切的联系。)

(四)小结作业

师生总结生物膜中磷脂双分子层的组成。

布置作业：除了脂质外，蛋白质也是生物膜的组成成分。那
么蛋白质位于细胞膜的什么位置呢?又有哪些科学家对此做了
哪些探究呢?同学们回家查查资料，了解一下。

四、板书设计

略

高中生物教学反思

高中生物教学总结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六

目前根据统计，人类因病死亡的总死亡率中，癌症居第二位，
且日趋年青化，专家预测我国癌症死亡率将逐年上升。依据
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的课程理念与课程标准制定的内容标
准要求，结合学生的实际，本节课知识目标确定为：

知识目标：

1、说出癌细胞的主要特征

2、讲出致癌因子

3、预防和减少癌症发生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目标：本节教材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有密切联
系，癌症的防治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因此，应突出选择健康
的生活方式和讨论癌症防治等情感教育目标。

本节课的教学关键，是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实施
的办法可以通过名种教学活动来达到，让学生亲自体验和感
悟，可通过评价的激励机制和导向来实现。为实现以上目的，
教学设计采取如下方法进行：在课前1-2星期组织学生进行社
会调查，主要内容有：

1、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有哪些

2、调查生活周围人群中癌症患者及癌症的种类及患者的生活
习惯等

3、引起癌症的因素有哪些

4、调查不同生活环境中(如工厂、化工厂、农村、城市)人群
中癌症发病率的调查，



5、如何预防癌症

6、癌症是不治之症吗

7、走访抗癌英雄，了解抗癌事迹。要求学生记录并统计调查
结果,上课时结合课文内容进行讨论、交流，加深认识，掌握
知识目标的.同时，达到情感教育目标。

程序教师组织与指导学生活动设计意图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导言：目前威胁人类健康造成死亡的主要
疾病有那些引导学生阅读课文，了解什么叫癌细胞。学生根
据调查到的情况讨论发言：

1、心血管病

2、癌症

3、艾滋病

4、糖尿病

5、恶性的传染病等激发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及对癌症的关注。

探讨癌细胞的概念特征组织学生对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比较
研究进行讨论。学生展示他们的调查成果。幻灯或投影展示
癌细胞病理切片、图片。分组讨论得出癌细胞的主要特征：

1、无限增殖

2、形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3、容易在体内扩散发挥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

讨论致癌因子组织学生分组汇报，引导学生从物理、化学、



生物三方面对致癌因子分类。投影正常细胞和紫外线照射的
色素细胞图片，引导学生讨论：

1、晒太阳对体有什么好处

2、如何正确处理日光浴与预防紫外线过度辐射之间的联系

3、为什么臭氧层破坏会导致皮肤癌患者增多引导学生对日光
浴的利弊进行辩证思考，并引发学生关注臭氧空洞这全球性
环境问题，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为什么不提倡吸烟。

各小组调查代表展示他们的调查成果、阅读阅读材料1、2、3
讨论得出致癌因子有：

1、物理致癌因子：主要指辐射，如紫外线、x射线等。

2、化学致癌因子有数千种,主要有：无机物如石棉、砷化物、
铬化物、镉化物等；有机物如黄曲霉毒素、亚硝胺、联苯胺、
烯环烃等。

3、病毒致癌因子：如rous肉瘤病毒。

4、引导学生讨论环境污染是导致癌症的重要因素。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认识和关注身边
的致癌因素。

致癌因子为什么会导致细胞癌变让学生阅读课文、讨论分析
细胞癌变的原因，引出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概念。

指出原环境中的致癌因子会损伤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使细胞
中的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发生突变导致正常细胞的生长和分
裂失控而变成癌细胞。学生阅读课文、进行讨论分析交流。

培养学生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



4、讨论、举例课前调查到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让学
生通过活动讨论，养成以健康的生活方式防癌的情感。

人类将彻底战胜癌症引导学生阅读课文、讨论、分析：确信
人类将彻战胜癌症。

学生阅读、讨论、分析得出结论。落实科学、技术、社会相
互关系的教育，进一步开阔学生的眼界。

课堂学习引导学生讨论拓展题1和2。学生讨论分析、派代表
发言。用以评估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

高中生物细胞的癌变知识点归纳

细胞的癌变是指在生物体的发育中,有些细胞受到各种致癌因
子的作用,不能正常的完成细胞分化,变成了不受机体控制的、
能够连续不断的分裂的恶性增殖细胞。

癌细胞具有能够无限增殖、形态结构发生了变化、癌细胞表
面发生了变化的特征。

能使细胞发生癌变的致癌因子有物理致癌因子、化学致癌因
子、病毒致癌因子。

物理致癌因子：主要是辐射致癌；化学致癌因子：如苯、坤、
煤焦油等；病毒致癌因子：能使细胞癌变的病毒叫肿瘤病毒
或致癌病毒。

细胞癌变的机理是癌细胞是由于原癌基因激活,细胞发生转化
引起的。

预防细胞癌变的措施：避免接触致癌因子；增强体质,保持心
态健康,养成良好习惯,从多方面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七

一、教学目标：

1、识别几种细胞器形态

2、说出几种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树立生物结构与功能相适
应的生物学辩证观点。

3、说出细胞溶胶的功能。

4、简述细胞器的协调配合。

二、重点难点

1.教学重点：细胞器的形态，功能;细胞器的协调配合

三、教学方法：讨论探究

四、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教师活动学生活动

引入新课

第二章：细胞的结构

第三节：细胞质

细胞质的概念

细胞溶胶【创设情景】多媒体展示细胞结构示意图：



细胞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上节课我们学习了细胞膜和细胞壁的结构和功能，今天我们
继续来学习细胞质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细胞质中各结构之间
的联系。

?提问】什么叫细胞质?

资料1：分泌蛋白的合成和运输

有些蛋白质是在细胞内合成后，分泌到细胞外起作用的，这
类蛋白质叫做分泌蛋白，如消化酶、抗体等。科学家在研究
分泌蛋白的合成和分泌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豚鼠
的胰腺腺泡细胞中注射3h标记的亮氨酸，3min后，被标记的
亮氨酸出现在附着有核糖体的内质网中;17min后，出现在高
尔基体中;117min后，出现在靠近细胞膜内侧的运输蛋白质的
囊泡中，以及释放到细胞外的分泌物中。

?总结】细胞内部就像一个繁忙的工厂,各细胞器就是各个车
间，具有一定的功能，相互协作，共同完成细胞的功能。

?讲述】分离得到各种细胞器后，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各种细
胞的结构和功能。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线粒体的分布，形态，结构，功能?

生长旺盛的细胞或生理功能活跃的细胞中线粒体居多，如肝
细胞中多达20__个，一般细胞中为几十个至几百个。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什么叫质体?叶绿体的分布，形态，
结构，功能?

?提问】比较线粒体和叶绿体?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内质网的分布，形态，结构，功能?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核糖体的分布，形态，结构，功能?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高尔基体的分布，形态，结构，功
能?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液泡的分布，形态，结构，功能?

?提问】阅读课本，思考中心体的分布，形态，结构，功能?

?提问】各细胞器之间的液体部分叫什么?

?小结】我们来总结一下各细胞器的膜层数，基本结构和功能。

学生思考、回答：

细胞质是细胞膜包被的细胞内的大部分物质

成分:有各种细胞器和透明、黏稠、流动着的液体组成.

细胞器的成分:有膜包被，如细胞核、线粒体、叶绿体、高尔
基体、溶酶体、液泡等。无膜包被，如中心体、核糖体等。

他们共同完成细胞的功能。

差速离心法

学生回答：

分布：动植物细胞

形态：颗粒状或短杆状

结构：双层膜:内膜折叠成嵴;基质,含有有氧呼吸的酶,和少



量的dna.

功能：是细胞有氧呼吸的场所(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95%能
量)

质体分为白色体和有色体。白色体是贮存脂质和淀粉的，存
在于不见光的细胞中;有色体含有色素，最重要的是叶绿体。

形态分布：在很多植物细胞内,呈椭球形、球形,

结构：双层膜;基粒:由囊状结构堆叠而成;

基质:少量的dna

功能：光合作用场??

共性：双膜、dna、能量转换站

分布：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

形态：由单层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

功能：蛋白质、脂质合成和加工的车间

分布：附着在内质网上，游离在细胞质基质

形态：椭球形粒状小体(无膜结构)

组成：rna和蛋白质

功能：生产蛋白质的机器

分布：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

形态：扁平囊状结构和小泡



功能：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进行加工，分类，和包装
的“发送站”

分布：植物细胞

形态：泡状结构;细胞液有糖类、无机盐、色素、和蛋白质有
机酸和碱

功能：调节细胞的内环境;液泡具有一定的浓度，可以是细胞
保持膨胀状态

形态：由两个相互垂直的中心粒及周围物质构成，不具有膜。

分布：总是位于核附近的细胞质中。

功能：与动物细胞有丝__有关。

细胞质中除细胞器以外的液体部分称为细胞溶胶

含有多种酶，是多种代谢活动的场??

走进高中生物教学设计及反思篇八

在认识生物与非生物的基础之上，通过展示图片和实物观察，
引导学生说出生物的特征， 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观
察、表达、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微课教学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一、知识目标：

能够举例说明生物具有的共同特征。

二、能力目标：

提高观察能力、发散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情感目标：

增强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情感，更加热爱生活，珍爱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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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活体生物如：盆载的植物体１——２种；

2、动物标本１——２件；

3、珊瑚；小机器人；有关的投影片等。

1、对照课件，学生完善“观察”的预习笔记。

2、投影情景图片，启发学生找出生物与非生物；投影各种动
物、植物图片，启发学生归纳出生物与非生物的本质区别。

3、投影：植物的生命活动幻灯（需要水、矿物

质，进行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物）；动物捕获食物的生命活动
幻灯。启发学生归纳生物的特征之一：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4、让学生闭嘴捏鼻感受呼吸。投影幻灯：小鸟在呼吸；野牛
在晨光中呼吸。启发学生归纳生物的特征之一：生物能进行
呼吸。

5、投影幻灯：小狗排尿；“撒尿小孩”的铜像；落叶。启发
学生归纳生物的特征之一：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

6、投影幻灯：猎豹追捕猎物；河鲀平静、受惊吓；含羞草；
玉米细苗。启发学生归纳生物的特征之一：生物能对外界刺



激作出反应。

7、投影幻灯：红狐的生长；胎儿的发育；菜豆的生长。启发
学生归纳生物的特征之一：生物能生长和繁殖。

8、补充生物的其他特征。

9、归纳小结生物的共同特征。

10、课堂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