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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细菌》



初中生物《细菌》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从小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吃饭前，总要唠叨一句，“快洗手去，不然细菌会跑到

你的肚子里去”。那时，我想同学们可能就对细菌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但细菌究竟长的什

么样?怎样进行繁殖的?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导入新课。)

(二)动手探究，学习新知

知识点一：细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请同学们认真阅读书本教材的相关内容，从中你可以获取哪些重要信息?

通过阅读，你对于科学的发现有什么新的认识?。

知识点二：教师放视频“细菌的形态特征”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细菌很小，那么

它的形态是怎样的呢?

知识点三：教师放视频“细菌的结构特征”让学生标出各个部分的特征。提问：细菌

有不同的形态，那么这些不同的形态的细菌其内部结构是不是也不同呢?

知识点四：细菌的生殖方式。

提问：细菌非常小，生存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水分、适宜的温度、丰富的有机物，

有的还需要氧气。为什么细菌分布却十分广泛，可以说无处不在呢?引导学生阅读课本和观

察课件，并讨论其原因。细菌为什么会无处不在呢?(①个体微小，极易携带;②分裂生殖，

繁殖快，数量多;③形成芽孢，对不良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④芽孢小而轻，随风飘散，落

在适当环境中，又能萌发成细菌。)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细菌无处不在而且繁殖能力很强。究竟细菌的繁殖能力有多强

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我们手上的细菌数量。

问题：环境适宜时，细菌每 30 分钟就生殖一代，假设你手上现在有 100 个细菌，4 小

时后细菌的数目是多少?你认为应该养成哪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来抑制有害细菌的繁殖

呢?要养成搞好个人卫生的良好习惯，要经常洗手、洗澡、换衣服，这样才能减少自身携带

的细菌数目，减少被细菌感染而生病的可能。



(三)提问巩固，小结作业

1.分别提问学生总结本节课所学的细菌的结构及其生殖方式的知识点，达到巩固和总

结的目的。

2.作业：教材课后题进行解析，预留课后作业，让学生自己去预习细菌与真菌的区别

与联系，为下节课的学习做铺垫。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根据我对本节课教材和学情的分析，我确定了如下的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描述细菌的主要特征。

(2)握细菌的生殖方式。

过程与方法：

通过将细菌的细胞结构和动植物细胞比较，推测出细菌的营养方式，锻炼收集信息、

分析推测的科学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描述细菌的繁殖方式，认识到细菌繁殖速度很快，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2.细菌的主要特点。【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1)没有典型的细胞核结构：主要是由一个环状 DNA 分子组成核区，核区四周是浓密的

细胞质。环状 DNA 分子以膜为支点，以θ模型的方式双向复制，其 DNA 的复制不受细胞分裂

周期的限制。

(2)细胞内没有分化出以膜为基础的具有专门结构与功能的细胞器。细胞膜具有多功能

性，细胞膜上附有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酶，因此细胞膜具有线粒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等多

种细胞器的功能。

(3)细胞表面有许多特殊的结构。如对 DNA 复制起支点作用的中膜体、起保护作用的细

胞壁和荚膜，起运动作用的鞭毛等。



(4)核糖体的沉降系数为 70S，有大亚基(50S)和小亚基(30S)构成。

(5)细菌核外 DNA，除核区 DNA 外，还存在可自我复制的遗传因子，如质粒。

(6)在恶劣条件下可形成特殊的结构，以有利于细菌的生存，如质粒变异，产生抗药性。

形成内生孢子(芽孢)等休眠体。

(7)细胞以直接分裂的方式增殖。

初中生物《种子的结构》

初中生物《种子的结构》 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收集材料



【教师】观察种子的结构所需的各种材料用具：菜豆种子结构挂图、玉米种子结构剪

贴图(自制)，视频等。

【学生】搜集不同植物的种子，如花生、南瓜种子，向日葵种子，黄豆等。学生准备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水彩笔各一支。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创设情境：播放许多不同的种子的图片，并提出疑问种子的大小形态千差万别，他们

的基本结构是否相同呢，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导入新课。

(二)动手探究，学习新知

教师先播放观察种子结构的视频，然后分发各种不同种子再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4

人小组合作实验。

1.指导学生结合挂图和手上的种子，先了解玉米等单子叶植物种子的结构及形态，最

后板书归纳玉米种子的结构。

2.指导学生了解双子叶植物种子的结构，让学生按教材所示的方法观察，解剖认识菜

豆种子(或其他双子叶种子)的结构。然后板书归纳。

3.将玉米种子和菜豆种子进行比较，指导学生比较结构上的异同点。

4.请大家把最初自主探究中解剖的种子与解剖后的玉米种子和菜豆种子进行比较，你

会发现什么?

5.组内交流以上问题，说出种子各部分名称，总结出单双子叶植物的特点。

(三)概括总结，巩固提高

1.课堂小结：总结梳理本节课重点知识。

2.作业：

识图：

答辩题目解析



1.种子的结构有哪些?【专业知识类问题】

【参考答案】

种子的表面有一层种皮，种皮可以保护里面幼嫩的胚。胚是新植物的幼体，由胚芽、

胚轴、胚根和子叶组成。有的种子还有胚乳。子叶和胚乳中有丰富的淀粉等营养物质，这些

营养物质能够供给胚发育成幼苗。

2.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什么?你是如何突破这个难点的?

【参考答案】

本次课程主要的难点就是科种子结构的探究和认识。而该设计就很好的突破了这两点。

采用直观的动手实验操作和演示实验的共同操作，很好的帮助学生一一攻破了难点的学习。

同时也注意设置相应的情境和问题，引导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参与讨论，主动构建整理知识。

高中生物《氨基酸的脱水缩合》

高中生物《氨基酸的脱水缩合》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用多媒体播放电影《蜘蛛侠》的片段。设问：电影中的主人公是谁?他最有力的武器是

什么?紧接着用 ppt 分别展示黑寡妇蜘蛛和荧光水母的图片，设问：从这些画面中我们应该

不难发现这些神奇的生命现象是由谁来承担的?从而导入新课。

(二)引导学习，探索新知

1.资料分析，探究氨基酸的通式

ppt 上展示拥有 4 种氨基酸的一个表格：

让学生思考讨论如下问题：

(1)四种氨基酸都由哪些元素组成?有什么共同特点?区别是什么?

(2)如果将各氨基酸的不同部分作为 R 基(—R)，尝试归纳氨基酸的通式。

教师邀请两位学生主动到黑板上演板，其他学生尝试在纸上书写。并请学生评价演板

的两位同学尝试写出的氨基酸的结构通式，教师最后总结，并针对错误进行说明。

2.氨基酸脱水缩合反应

让 4 个学生代表 4 种不同的氨基酸，进行角色扮演。尝试怎样才能连接起来。学生会

很容易想到“手拉手”。

通过此过程引导学生总结出“三肽”、“多肽”、“肽链”，以及一条肽链中“肽键

数”、“脱去的水分子数”，和“氨基酸数”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

继续提出问题：

7个同学手拉手形成一个多肽链，脱去多少水分子呢?12 个同学拉手形成一个多肽链，

脱去多少水分子呢?

(三)巩固练习，思维拓展

要求同学们总结归纳出教材上的思考题。

结合学案上的练习，分析两个例题。

(四)小结作业，课外延伸

师生共同总结本节所学。

学生结合课后作业题巩固这节课内容，并且与日常生活、现代相关科学相联系，了解

蛋白质的应用价值。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结构决定功能，请举例说说蛋白质都有什么功能?【专业知识问题】

【参考答案】

有些蛋白质是构成细胞和生物体的结构成分，如结构蛋白;有些蛋白质能够调节生命活

动，如胰岛素;有些蛋白质有催化作用，如绝大多数酶都是蛋白质;有些蛋白质具有运输载体

的功能，如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有些蛋白质有免疫功能，如人体内的抗体。

2.本节课你是如何导入的?【教学设计问题】

【参考答案】

我采用的是情境创设的方式导入新课。具体做法是：用多媒体播放电影《蜘蛛侠》的

片段。设问：电影中的主人公是谁?他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紧接着用 ppt 分别展示黑寡妇蜘

蛛和荧光水母的图片，设问：从这些画面中我们应该不难发现这些神奇的生命现象是由谁来

承担的?学生根据已有的经验会很容易回答出：蛋白质。之后我继续设疑：那蛋白质有什么

样的结构?它又有哪些功能呢?从而引出课题。通过设置疑问唤起学生兴趣，最大限度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高中生物《减数分裂》

高中生物《减数分裂》主要教学过程及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一)温故知新，导入新课

设置问题引导学生回忆有丝分裂各时期的特点并播放有丝分裂多媒体课件，教师总结

出有丝分裂重要的特点是遗传物质复制后平均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分裂的结果是子细胞中

染色体数与亲代细胞一样。

PPT 展示三口之家的图片，图示有性生殖的过程。

(二)动画演示，共同探究

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初步了解减数分裂的相关信息(以精子的产生为例)。

(问题：减数分裂的概念，场所和结果;产生精子的原始细胞及特点)。

学生回答，教师总结。



1.动画演示：精原细胞形成初级精母细胞过程。

2.动画演示：同源染色体联会时的动态变化和四分体形成过程。

3.动画演示：减Ⅰ中期四分体排列在赤道板上，减Ⅰ后期同源染色体分离。

4.动画演示：同源染色体分离，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

5.动画演示：次级精母细胞形成过程。

6.动画演示：次级精母细胞到精子的过程。

提问：精细胞中染色体数目，DNA 含量，染色体特征与精原细胞相比有什么变化?为什

么精子寿命很短?精子还能再分裂吗?

7.再完整播放一遍减数分裂全过程，引导学生总结减数分裂过程：提问：减数两次分

裂各时期细胞名称是什么?染色体有哪些行为变化?

(三)动手体验，形成概念

引导学生用橡皮泥模拟减数分裂全过程，加深对减数分裂过程的理解。

(四)小结作业，课外延伸

师生共同总结本节所学。课下请学生归纳形成配子的细胞分裂(减数分裂)的过程与特

点。

板书设计

答辩题目解析

1.请简述减数分裂的主要特征?【专业知识类】

【参考答案】

(1)减数第一次分裂主要特征：

间期：精原细胞经过染色体复制，体积稍微增大，成为初级精母细胞。

前期：同源染色体两两配对(联会)，形成四分体，四分体中的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常

常发生对等片断的互换。

中期：同源染色体成对排列在赤道板两侧。

后期：同源染色体彼此分离，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分别移向细胞两极。



末期：细胞质分裂，一个初级精母细胞分裂成两个次级精母细胞。

(2)减数第二次分裂主要特征：

同有丝分裂，无同源染色体。

前期：染色体排列散乱。

中期：每条染色体的着丝点都排列在细胞中央的赤道板上。

后期：着丝点分裂，姐妹染色单体分开，成为 2 条子染色体，并分别移向细胞的两极。

末期：细胞质分裂，每个细胞形成 2 个子细胞，最终形成 4 个子细胞。精细胞经过复

杂的变形成为精子。

2.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什么?你是如何突破的?【教学设计类】

【参考答案】

本节课的重点是：精子形成的过程。为了突出这一重点，我首先利用多媒体动画演示

出精子形成各个重要时期的动态变化，引导学生分别分析减数分裂各个时期的特点，对较抽

象的概念，比如“四分体中姐妹染色单体的交叉互换”，我配合照片以及模式化的示意图进

行讲解。当学生对减数分裂有直观的认识之后，师生共同用精炼的语言归纳总结精子形成的

过程;之后引导学生合作模拟精子形成过程中染色体的行为变化，通过模型建构，对减数分

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和行为变化有更直观的印象，这样减数分裂概念的形成就水到渠成。整

节课我将现代教学手段和传统教学手段相结合，通过多媒体直观教学和模型建构，有利于学

生知识的建构。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活动从而突出重点。

【展鸿送福利】教师资格证面试网络课程免费送！

教资面试直通车： http://www.32xueyuan.com/live/info/365

【教资】2018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证面试通关培训课程



http://www.gwyks.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5355

PS:面授课程最低只要 980，包住宿，包住宿，包住宿！

浙江教师资格证考试群 698437500

海量资料欢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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