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精选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总结书写有哪
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初中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探究为基础的学科，在初中生物
科学的教学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紧紧抓住三部分：

一、初中生物的教育对象是面向全体学生的，他的目的是提
高所有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自觉
保护环境的情操，提高他们对生物科学的兴趣，为一部分今
后要从事生物事业的人打下最基本的基础。也就是说，初中
生物教学的目的是全面、基础、科学素养教育，从这一观点
出发，在我的生物教育理念中，从我接触学生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是一直以培养他们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为主要目的的。我
的每一个课堂设计、每一个活动安排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并
且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为中心思想。在课堂教学的准备中，
我会多注意选择与书本知识相关的课外知识，例如在讲拒绝
毒品时会让学生观看中国拒绝毒品的宣传片等。总之，丰富
学生知识、提高学生对生物学科的兴趣，培养他们的生物科
学素养是教学理念的核心。

个一个专题，然后再根据学生的具体学情合理安排教学进度。
并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很多的活动，例如一些课堂小游
戏、调查、生物竞赛等等，让学生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掌握
知识。



三、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贯穿探究式活动。
生物科学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科学，我在课堂中会一直给学生
强调一个观念，老师在课堂中讲述的甚至与书本中所写的知
识都不一定是正确的，相反，对于生物学科来说，有可能目
前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理论会在今后的科学探究中发现是错
误的。在教学中，学生所学习的知识都是前人通过科学探究
发现的，因此，我认为教学并不是把知识死板的教给学生。
相反，我的课堂设计大多都是将学生置身于当时科学家们所
处的环境，让他们通过体会科学家们的探究过程，引导他们
找到隐藏在各种生物现象下的本质规律。同时也鼓励学生对
老师、对书本提出质疑，鼓励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证实自
己所学到的知识。对于学生提出的一些新的想法，作为老师
要给予肯定，保持孩子的一颗创造心是最可贵的。并且作为
老师，要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合创造的平台，例如，我可以通
过演讲比赛、写保护动物的倡议书、办手抄报、知识竞赛等
方式，鼓励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肯定他们在这些活动
中的一些创新，我相信，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又充满鼓励
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无论在知识、能力、创新各方面
都将会是最优秀的。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实施，人们的目光进一步聚焦教育的
主阵地——课堂，课堂教学改革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
是相当可喜的。但是，认真审视新课程改革下的课堂教学，
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知道，学习方式的选择运用，要受到教学内容、学生水
平、个性特点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第一，并不是
所有的学习内容都适合让学生通过探究去解决。第二，“探
究式”适合智力好、主动性强的学生，而学生的智力发展、
知识水平不平衡是客观现实，如果一味地追求“探究”，就
会严重脱离一些学生的实际，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学
生个性不同，“探究式”也好，“接受式”也罢，适合学生



个体特点的学习方式才是最有效的。

另外，“探究式”学习有优势，也有弱点；“接受式”学习
有弱点，但也有优势。机械的“探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
而有意义的“接受”也能促进学生的发展，关键在于教师的
运用之妙。如果不顾实际，对于明明是简单而不需探究的，
或者学生没有能力探究的那些知识，也去搞形式，追求探究的
“时髦”，就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事实上，“接受学习
与探究学习的取中、平衡、按本国传统来整合”，“搞理论
要走一点极端，搞实践应用必须‘执其两端而用之’，真理
往往在两个极端的中间。”顾泠沅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是
对“探究式”与“接受式”关系的最好诠释。

“结果”与“过程”的关系实质上是“知识”与“方
法”、“能力”的关系。倡导教学应该由重“结果”向
重“过程”转变，这对纠正过去传统教学重“结果”、
轻“过程”的弊端，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教学“重
在过程”也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但是，随之而来，
有一种声音似乎越来越流行，认为知识已经不重要了，重要
的是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

知识真的不重要了吗？真变成第二位了吗？不！从知识与方
法、能力的关系来看，知识是基础。没有知识，何谈方法与
能力。如果只让学生追求形式上的“过程”，而不论“结
果”，甚至不论“是非”，到头来学生获得的是什么？重视
基础知识的掌握，能使教学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有明确的
评价标准，这是我们的长处，是我国教育的特色。我们应当
做的是改变过去轻“过程”甚至无“过程”的现象，不仅使
学生“孤零零地掌握、记忆、再现”知识，而且使学生弄清
知识发生过程的“来龙去脉”，促使学生深入地“理解、重
构、质疑、批判”知识。“结果”与“过程”并非是对立的
关系，而是一种统一的关系。

传统的课堂教学过分强调了教师的传承作用，教学以课堂、



教师、教材为中心，学生只是作为知识的“容器”、“仓
库”。学生的学习没有主动性可言，也就谈不上处于主体地
位了。新课程改革强调转变教师的角色，突出学生这一主体，
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有些教师似乎没有 在新课程中找到准确
的角色定位，他们由过去的“一切都管”变为“一切不管”，
课堂上教师不讲授，完全是学生的活动，还美其名曰“敢于
放手”，教师的作用被淡化，渐渐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

其实，教学作为一个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交互作用
的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合作进行的。任何一个教学目标的实
现既离不开学生，也离不开教师，师生双方都是教学活动的
主体，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程度上，学生的行为还取决于
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因为，学生正处于认知、情感、价值观
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社会阅历都有限，大部分学
生对于自主学习还有一个适应过程，他们需要教师的引导和
帮助。教学过程的发展、教学节奏的调控、教学效果的评价
都离不开教师的主导。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新课程改革后的
课堂教学已不再是教师所能预设的，而是呈现出双边共时、
动态生成的特性。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教师做什么、
怎样做，也对其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广大教
师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创造出新的教育经验，产生出更多的
教育智慧。

教学方式的转变，必然带来课堂常规的变化。我们注意到，
随着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民主、开放，一些如上课要发言先
举手、不许随便下位子、两手平放坐姿端正等旧的课堂规则
被打破了，这是令人欣慰的。民主教学氛围的创设，是落实
以学生为主体精神的前提，有利于教师与学生的平等相处，
有利于为学生创造一种心理放松、敢于质疑的空间，使学生
真正享受生命成长的自由与快乐。

但是，追求“民主”、“开放”，有些教师又走入了一个两
难境地。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教师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
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但是学生一旦兴奋起来，争着发言，



几乎吵做一团，不少学生为了凑热闹，只顾自我表现，根本
不管他人（老师或同伴）的意见。这时，教师如果板起面
孔“管”一下，就会压制这样热烈的气氛，甚至会戴上教
学“不民主”、“违背新课程的精神”的“帽子”；如果听
之任之，不予组织，教室里就会乱成“一锅粥”，秩序混乱，
效率低下，有时根本不能完成教学任务。

怎么办？首先对“纪律”与“规则”要有全新的认识。我们
反对专制、惩罚等手段，但教学的“民主”、“开放”是以
课堂的“秩序”、“规则”为基础的，是离不开课堂管理的。
没有有效的课堂管理，就不会有成功的课堂教学，要在“民
主”、“开放”与“秩序”、“规则”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
这就要求教师不仅把学生当成学习知识、追求真理的朋友，
还要与学生共同建立发言、讨论、争辩的新规则，养成尊重、
理解他人，善于倾听、接纳他人意见的习惯，使课堂教学高
效、有序地开展。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利用概念图教学真正实现
了教师的“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整堂课都交融着学
生与教师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思维的交流、沟通和碰撞，
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指导者、帮助者的角色，学生在活
动中以小组合作形式自我探究、自我发现、自我学习。

2、联系生产实际，培养学生科学素养。通过“探究根的分布
规律”创新尝试这一环节的设计，使整堂课得到了情感的升
华。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也达到了激励学
生努力学习，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情感教育的目的。

3、加强小组合作式教学模式的小组分工、管理和记录，关注
全面、关注差异，使这样的新型教学模式更合理，更完善。

生物学教学的形象直观教学反思



在教学中以亲身实践或以具体事物、现象以及事物、现象的
逼真描绘来激起学生的感性认识，获得生物的表象，从而促
进对知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掌握和理解的教学过程，称
为直观教学。荀况说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直观教学是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重要手段。为了
使学生获及较全面、正确而牢固的生物学知识，不能只从抽
象概念和定义出发，更不能抽象地讲授生物的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而必须通过各种直观手段使学生获及感性认识，并
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再上升到理性阶段，形成各种
概念和原理。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借助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学生可以感知传统直观教学中无法表现的事物和
现象。

（2）．直观教学是使学生加快学习速度，提高学习效率的手
段。在生物学教学中正确地组织和运用最合适的直观教学手
段和方法，可以使学生的学习走近路，走直路，起到“百闻
不如一见”的作用。

（3）．直观教学是集中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
性，组织以学生为主体学习活动的手段。这样就把教师的活
动目的转化为学生的活动目的，把教师所施加的影响构成学
生活动的手段和对象，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
如生物学教学中的实验教学。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1、能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说出大致的探究思路。能在前两课用
多种方法观察花的基础上，进一步经历按一定顺序观察，对
雄蕊和雌蕊这样更细小的物体进行专题观察的过程。

2、有探究花的奥秘的欲望。乐于尝试着用学到的科学知识改
善花的授粉条件。



3、知道植物的花承担着生产种子、繁殖生命的任务，能用自
己擅长的方法表达雄蕊和雌蕊的特征。能用图片或其他形式
表述植物的花——果实的成长过程。

1、放大镜、镊子、白纸、油菜果实、油菜花和其他植物的花
等供分组探究用。无油菜花的也可用白菜花、萝卜花等。

2、显微镜2台。

3、有关植物传粉、受精的课件。

我们已经观察了油菜花，还认识了大自然各种各样的花，知
道许多植物会开花、结果。可是南瓜的雌花，有的结了瓜，
有的却结不成瓜。苹果、桃子、玉米、油菜等植物也有开了
花不结果或少结果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的解释哪
些是正确的呢？我们还是仔细地观察一下油菜花的雄蕊和雌
蕊吧！

2、学生分组讨论并汇报，师生共同归纳研究方法。（参考书
上提示的探究方法）

其他还有什么要研究的吗？

3、学生分组观察、轻声讨论。

4、全班研讨。

5、教师根据学生发言，适时展示蜜蜂传播花粉图和花的受精
示意图。

6、浏览课文：雄蕊产生的花粉传播到雌蕊柱头上，会使雌蕊
子房里的胚珠受精。胚珠受精以后，果实和种子开始成长，
油菜的花朵开始凋谢。

提问：你还看到过其他昆虫传播花粉的现象吗？植物还依*哪



些力量传播花粉？

1、观察油菜的果实。做一个游戏：分组按成长的顺序把实物
排列在纸上，并指出哪一部分是刚刚受精后的果实雏型。

3、说说为什么豌豆荚里有的豌豆很饱满，有的却只有很小的
一粒？

1、果农为了防止果树不结果，往往采用什么措施？为什么？

2、同学课后做一个南瓜雌花授粉和不授粉的对比实验，怎样
才能成功？

习兴趣大打折扣，也没有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细心观察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因此我在今后应多给学生准
备从分的科学材料，让学生能在他们应有的环境中成长。

在课后延伸阶段：我让学生做一个南瓜花授粉和不授粉的对
比实验。这个活动时间要持续好几天，由于我在课后没有细
心的去留意学生的探究兴趣，当他们的兴趣低弱时，我没有
给以适当的引导，使他们兴趣复燃，导致这个活动成功的同
学只有一组。因此我们教师要多关注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
中的每个细节，才能实现应有的教学目标。

生物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一）知识目标

1.总结归纳鱼类的基本特征；

2．了解其他水生生物的种类；

3．知道水域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能力目标

1．具有初步的总结归纳能力；

2．锻炼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及语言
表达能力；

3．学会将所学知识与生活、环境、社会等实际问题相联系，
并运用到生活中去。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小组活动自己找出答案，激发学习的兴趣；

2．了解水域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理解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意义，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

1．鱼类基本特征的总结

2．其他水生动物的分类

3．水域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鱼类基本特征的理解及实际运用

2．其他水生动物的分类

1课时

（一）学生课前准备

已经完成了鱼类运动、呼吸等基本结构特征的学习

（二）教师课前准备



制作“鱼类辨析”游戏的图片

多媒体幻灯片的制作

（一）鱼类特征的总结：

通过展示代表性的图片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对鱼类的基本特
征进行归纳总结：

体表被鳞片；用鳃呼吸；用鳍辅助游泳；出现上下颌的分化；
有脊柱……

（二）水生动物的分类

1．小组合作，进行鱼类的辨析

全班分为六个小组，每组发一张图片，图片上有一个动物的
图画和文字介绍。同学们在仔细观察后对其是否属于鱼类进
行辨析。是鱼说出依据，不是鱼的说明其与鱼类的异同点。

一定时间后由小组派代表向大家汇报讨论结果。

海马：1.身体侧扁,全身无鳞躯干被骨板包围

2.有脊柱

3.终生生活在水中.能以直立状前进

4.用鳃呼吸

（鱼）

鲸：1整体形流线型,俗称鲸鱼

2.皮肤裸出，没有体毛



3.有脊柱

4.用肺呼吸

5.胎生、哺乳.

（哺乳动物）

海龟：1.身体表面覆有鳞片或角质板

2.有脊柱

3.用肺呼吸

4.陆地繁殖,卵生

（爬行动物）

螃蟹：1整体表长有质地坚硬的甲

2.身体分节,具有分节的附肢

3.用鳃呼吸

（甲壳动物）

章鱼：1.身体柔软不分节,左右对称

2.用鳃呼吸

（软体动物）

水母：1.身体呈辐射对称

2.结构简单,有口无肛



3.具有伸出的口腕

3.无呼吸系统

（腔肠动物）

2．教师分析答案

对答案进行判断分析

引导学生对不同种类动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介绍各自分
类学地位及其他代表种类

3．布置任务：

鲨鱼是鱼吗？

由学生自己在课后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判断

（三）水域环境的保护

1．水域环境的保护的紧迫性

展示赤潮图片，介绍赤潮成因，危害；

2．水域环境的保护的成功实例

洞庭湖退耕还湖后鸟类数量种类明显回升

3．保护水域环境从身边做起

生活污水的处理

废旧电池的处理



（一）鱼

1．游泳

2．呼吸

3．鱼类基本特征的总结

体表被鳞

用鳃呼吸

用鳍辅助游泳

有上下颌的分化

有脊柱

（二）其他水生动物

1．哺乳动物：胎生哺乳

2．爬行动物：用肺呼吸陆地繁殖卵生

3.甲壳动物：体被甲体分节具有分节附肢

4.软体动物：身体柔软不分节

5.腔肠动物：辐射对称具有消化腔有口无肛

（三）水域环境的保护

1．水域环境的保护的紧迫性

赤潮成因，危害



2．水域环境的保护的成功实例

洞庭湖退耕还湖

3．保护水域环境从身边做起

生活污水的处理

废旧电池的处理

鱼类辨析是课后习题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根据学生现有的
知识很难准确地进行辨析，于是把这部分知识设计为小游戏，
由老师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再进行小组讨论，效果不错。
此外还把其他水生动物这一块知识也设计到游戏中，用形象
生动的卡通画吸引大家注意，加深了记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