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设计物理初中(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教学设计物理初中篇一

通过实验，培养动手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通过演示实验，
提高观察能力；通过资料分析，培养提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2.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和经历科学探究活动，体验发现的乐趣，
增强热爱科学的情感，理解科学的本质。

【重点】

概述肺与外界气体的交换过程；概述肺与血液的气体交换。
【难点】

肺与外界气体的交换过程；通过模拟实验，找出胸廓容积的
变化与呼吸的关系。

多媒体课件、教学视频。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展示一组新生儿出生哭泣的图片。 展示新生儿出生哭泣
多媒体图片，以此情境导入新课，启发学生思维：我们每个
人一来到人世间就离不开空气，需要不断呼吸，外界的空气
经过呼吸道的处理后是如何进入肺部的？在肺中发生怎样的
变化？气体又是如何达到全身各处的？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



学习这部分内容。

教学中，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与学生的交流、问题的提
出等都营造了一种轻松、愉快、活泼的课堂氛围，给学生更
多的驰骋的空间，让孩子们体验到学习是享受，乐学亲师。

教师展示多媒体画面，让学生观看肺的位置结构图，说出肺
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它位于胸腔内，肺在有节奏地呼气
和吸气，一分钟大约呼吸16次。

学生用双手轻触自己胸侧的肋骨处，深深地吸气，感受自己
在吸气和呼气时胸廓的变化及肋骨如何运动：深吸气肋骨在
向上向外运动，胸廓扩大；深呼气肋骨在向下向内运动，胸
廓缩小。

仅凭感官感觉到的现象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准确呢？是否与科
学事实相符呢？我们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借助什么工具进行准
确的测量呢？——在科学研究中，借助一定的工具进行准确
的测量，是十分必要的。

学生实验：测量胸围差

测量方法：3～4人一组(男女生分开)、设计表格，做好记录。
为了数据准确，应测定三次，取平均值，然后计算胸围差。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按照课本上的方法步骤进行实验，并记录
实验数据。

实验完成后进行讨论：

教师指导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讨论后得出结论。

这同性别、年龄以及是否经常锻炼等有关系。

膈顶部的下降和回升使胸腔的上下径发生变化，也可以影响



胸廓的容积。

教师演示实验：模拟膈肌的运动实验

然后播放多媒体，演示肋间肌的收缩和舒张，膈肌的收缩和
舒张。让学生仔细观察它们的运动，并进行讨论：

3.是肺容积的变化导致了气体的吸入和呼出吗？ 4.请尝试完
成下表：

学生分析、归纳肺与外界气体交换的原理和过程：呼吸肌的
收缩和舒张，使胸廓扩大和缩小，引起肺被动地扩张和回缩，
形成肺内气压与大气压之间的压力差，才使气体能够进出肺
泡。

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吸气时，肋骨间的肌肉收缩，胸廓的前
后径、左右径增大；同时膈肌收缩，膈顶部下降，胸廓的上
下径也增大，胸腔容积变大，肺随着扩张，肺内气压缩小，
气体入肺；呼气时正好相反。

气体到达肺部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又是如何到达全身各处的
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方面的内容。

(2)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

妈妈在厨房里炒菜，我们在外面就能闻到饭菜的香味，这是
因为香味能由近及远地飘，即由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
方扩散。氧气和二氧化碳也是这样，总是由多的地方向少的
地方扩散，直到平衡为止。得出气体扩散原理：气体总是由
气压高(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气压低(浓度低)的地方。

指导学生自学阅读“资料分析”，比较分析表格中的数据，
然后讨论以下问题：



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后得出答案：

乙瓶中石灰水的浑浊程度大，说明人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
的二氧化碳。

3.从数据表中看出：人体吸入的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较
少，氧气的含量较多；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较多，
氧气含量较少。由此可以推测，在人体内也发生了类似植物
呼吸作用一样的过程。根据对呼吸道和肺的结构的分析，可
以推断这一变化发生在肺部。

多媒体展示肺泡的结构，让学生仔细观察肺泡有哪些结构特
点适合进行气体交换。引导学生总结出：肺泡的数量很多，
肺泡外包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
都是一层扁平的上皮细胞，肺泡这样的特点很适合与血液之
间进行气体交换。

教师播放多媒体，展示“肺泡与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动画，
学生讨论总结出肺泡内的气体交换是二氧化碳由血液进入肺
泡，氧由肺泡进入血液。

那么由肺泡扩散到血液里的氧，怎样到达全身各处的组织细
胞里？学生思考后回答进入血液中的氧，通过血液循环输送
到全身各处的组织细胞。氧最后是在细胞中的什么部位被利
用？学生联系呼吸作用的有关知识回答。

教学设计物理初中篇二

第一课、《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教学目标

领会生物多样性的涵义，列举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并能
概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和独特性有初步的认识。

说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培养爱护环境的意识。

重点难点

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关系。

理解基因多样性。

课前准备

教师：

学生：

课时分配

一课时

教学设计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阅读课本提供的资料，小组之间进行讨论，质疑，通过计算
表中所列我国生物类群占世界的总百分比，认同我国生物资
源丰富。

观看生物多样性的录像片，完成讨论题3并产生探索自然的愿
望。 组织学生阅读分析回答，在此基础上介绍我国丰富的资
源情况，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组织交流、评价。



播放录像片并介绍世界生物资源情况。 鼓励学生立志投身到
生物种类的发现中。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分析案例并思考，小组成员相互交流意见，能够得出产量提
高主要原因是杂交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这两种生物基因的
多样性。

小组成员分析原因，讨论，质疑，达成共识，原因是近亲繁
殖，根本原因是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了解基因控制生物特征并初步理解不同种生物之间、同种生
物的个体之间基因是不同的。

分析物种个体数量与基因多样性之间的关系，理解种类多样
性和基因多样性的关系。

了解有关事例，产生民族自豪感 。

复习生态系统的概念是在一定地域内生物及其环境所形成的
统一整体。

看书，讨论，回答。 分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生态系统中各种生
物的关系，明确生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性。

在讨论基础上描述三者之间关系。每种生物的个体组成一个
基因库。

通过一步认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列举事例：2001年某动物园的华南虎生下两只小虎，眼睛是



瞎的。

引导分析事例使学生明确同种生物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型不
同。进一步明确基因控制生物性状。

生动的遗传事例介绍我国是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这家之一。
提问生态系统概念。

教学设计物理初中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通过观察一些生物与非生物，会比较它们的区别。

2.举例说明生物具有的共同特征。

能力目标：

培养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表达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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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重点

1.能够举例说明生物具有的共同特征。

2.增强热爱生命、保护自然的情感。

教学难点



培养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

【展示实物】

石头、菊花（带有枯枝）、树叶、蝗虫、蚯蚓、杯子、水等。

【提出问题】

老师：观察并区分以上哪些是生物，哪些是非生物？你区分
的理由是什么？

学生1：菊花、蝗虫、蚯蚓。因为它们是植物与动物，属于生
物。 学生2：树叶不是，树叶不能自己生长。

老师：好，下面请同学们带着问题走进书本找寻答案。

二、问 题引导，自主探究

请同学们自主阅读教材

老师：什么是生物？ 学生：有生命的物质

学生2：植物需要吸收养分和气体交换 学生3：排泄废物 。。
。。。。 老师：还有吗？从它的组成来看。 学生：都由细
胞构成。

老师：那病毒呢，它也由细胞组成吗？那它是生物吗？ 。。。
。。。

学生：。。。。。。



老师：观察一下教室，哪些是生物哪些不是？

（人是生物吗？拖把、扫帚是生物吗？粉笔是生物吗？菊花
的枯枝是生物吗？ ）

三、展示交流，释疑解 惑

独立展示学习成果，其他同学进行补充，对于不能解决的问
题，小组讨论共同总结。

【总结要点】：

（1）有生命的物体称为生物， 根据某一物体是否需要营养、
呼吸、排除体内产生的废物、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能生长
和繁殖等特征，来判断其是否是生物。

（2）植物和动物对营养物质的获得方式不同：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自身所需的有机物。

（3）动物和人排出体内废物的方式有：出汗、呼气、排尿。

【你说我辨】

下列现象，各反映了生物的哪一特征？

1、蟑螂捕蝉，黄雀在后。

2、葵花朵朵向太阳。

3、蜻蜓点水、金蝉脱壳。

4、望梅止渴

5、植物生长具有向光性、向水性、向地性



„„

四、视野拓展，感悟提升

1、阅读以下短文，说出小球藻是生物吗？从文中找出证据。

五、巩固训练，检测反馈

（一）、选择题 1.下列现象中的物体属于生物是（

a.机器xxx钢琴

b.火山爆发时岩浆喷出

c.钟乳石在慢慢长大

d.馒头上长出“白毛”

2.牵牛花清晨开放，傍晚关闭，这种现象说明生物具有的特
征是 （

a.需要营养 b.进行呼吸

c.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

d.生长和繁殖

3“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种生命现象说明生物体具
有哪个特征（

a.呼吸

b.排出体内废物



c.对刺激作出反应 d.生长和繁殖

4.下列属于生物共同特征的是（

a.都能运动

b.都能呼吸

c.都有细胞结构

d.都生活在水中

5.下列不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a.花开花落

b.北雁南飞

c.孔雀“开屏”

d.潮涨潮落

（二）、拓展题

1.请说出散曲名家马致远的《秋思》中的生物和非生物。

（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曲中的生物有：

曲中的非生物有：

判 断依据是；

___



（2）猫生小猫属于

（3） 鼠听到猫叫，立即躲近洞里的现象属于。

六、梳理总结，反思升华：

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收获 „„

教学设计物理初中篇四

20生物备课组工作计划(一)

一、指导思想

1.学生发展。贯彻学校“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育人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自主性，加强学生
自主建构知识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进行
人与生物圈和谐发展的教育。

2.教师发展。进一步提升本组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加强组内教师团队意识的培养，为教师的个人发展和专业成
长奠定基础。

3.学校发展。践行 “课改”行动计划，开展生物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探索。扎实抓好本期生物教学。

二、具体工作和措施

1.进一步规范集体备课活动

(1)规范活动时间和地点，定周五下午为集体备课时间，活动
地点定在生物集备室。

(2)规范集体备课主题，结合本组实际情况，备课组活动主要



以研究备课为主，注重教学过程的设计，注重学案的设计，
注重教学反思和教学后记。

(3)规范集体备课的分工和责任，备课组成员根据统一的分工
安排，在活动中要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主备人认真扎实的
备好课并讲解，辅备人积极主动的评议、讨论。

2.听课评课

教学设计物理初中篇五

1、列文?虎克：发现细菌

2、巴斯德(微生物学之父)：证明细菌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
原来已经存在的细菌产生的

二、细菌和形态和结构

特殊结构：荚膜(保护)、鞭毛(运动)3、营养方式：异养(寄
生、腐生、共生)

三、细菌的生殖：分裂生殖

芽孢：细菌的休眠体

开花和结果

知识与技能：

1、概述花的主要结构2、描述传粉和受精的过程，说明花与
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分析、比较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同花、果实、种子，对被子植物传



种接代的重要意义，养成爱花习惯重点：概述花的主要结构，
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难点：描述传粉和受精的过程，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单细胞生物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描述观察到的草履虫的形态结构，说明草履虫整个身体只
由一个细胞构成。

(2)识别草履虫的细部特征，依据观察到的影像，把握草履虫
的结构与生命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认同单细胞生物可以独
立完成生命活动。

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和资料分析，提高解决问题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以草履虫为例认同生物(除病毒外)都是由细胞构成，并初
步形成生物的形态结构与其生活相适应。

(2)通过学习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激发热爱生物学的情
感，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单细胞生物(草履虫)的结构和功能难点：树立细胞构
成生物体的观点



植株的生长

知识与技能目标：

1.描述根的生长。2.锻炼观察、测量、解读实验数据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目标：

2.学习收集信息、筛选信息、交流及表达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2.学会倾听与感受，提高人文素养;3.通过不同程度的成功体
验，增强自信心。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学会观察实验现象、收集、记录实验数据的方法。

难点：在探究实验中，耐心、细致、求实地完成测量和解读
实验数据的工作。

三、课前准备

1.学生课前准备：以小组为单位参照课本自己设计方案观察
根尖伸长最快的部位，做好观察记录以备交流。

2.教学课件：根尖生长过程的各部分细胞动态变化的多媒体
课件、根尖的结构图。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出示贺知章《咏柳》诗歌，引出课题：展示古诗“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说明这个咏春风绿柳的诗句中蕴含着生物学知识，引
出万千枝条及绿叶都是芽发育成的，从而导出本节课的学习。

(二)新课教学

实验探究。

五、板书设计

植株的生长

一、幼根的生长

1.分生区细胞分裂增加细胞的数目2.伸长区的细胞增长，增
加细胞体积

流动的组织——血液

教学重点：血液的成分及功能

血液在心脏和血管组成的密闭的管道系统里循环流动，带动
着物质的运输，保障各项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掌握这部分
内容是为学习“血液循环”奠定基础。

教学难点：用显微镜观察人血的永久图片，尝试识别红细胞
和白细胞，血红蛋白的特性

借助显微镜来观察人血的涂片，可以让学生由感性到理性的
认识血液，加深学生的理解，同时加强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a、描述血液的成分和主要功能;b、使用显微镜观察
人血的永久涂片，尝试识别红细胞和白细胞;c、了解有关人造



血液、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运用显微镜观察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态度;激励学生将来从事医学研究，解决
医学难题，造福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