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 高中生
物教案(精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篇一

1.表现：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0.6-0.9℃。

2.人为原因：工厂、交通工具、家庭炉灶等大量燃烧煤、石
油和天然气等矿物燃料，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加上毁林
特别是热带森林的破坏，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
二氧化碳能强烈吸收地面放出的红外线长波辐射，使气温升
高。

3.影响

（1）引起海平面上升，对低地国家和地区构成直接威胁。

（2）引起世界降水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导致各地经济结构的
改变。

4.防御措施

（1）提高能源利用技术和能源利用效率。

（2）采用新能源。

（3）保护森林，植树造林。



（4）要努力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1.原因：人类大量使用消耗臭氧的物质。如使用冰箱、空调
时释放出大量的氟氯烃化合物，上升到平流层后，通过光化
学反应大量消耗臭氧，从而使到达地面的太阳紫外线增加。

2.危害：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牧渔业造成
破坏，使全球变暖。

3.解决措施：减少并逐步禁止氟氯烃等消耗臭氧物质的排放，
积极研制新型的制冷系统，加强国际合作。

1.定义：一般把ph小于5.6的降水称为酸雨。

2.成因：工厂、交通工具燃烧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断向
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酸性气体，这些酸性气体在
大气中缓慢氧化，分别形成硫酸和硝酸，随雨、雪等落到地
面，形成酸雨、酸雪、酸雾等，统称酸雨。

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篇二

1、通过分析甲状腺的调节过程，说明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
调节和反馈调节的机制。

2、通过分级调节和反馈调节的机制体会生命的结构是有层次
的，各层次之间是有联系的。

3、尝试运用反馈调节的原理，解释缺碘性地方性甲状腺肿的
致病机理。

4、学会合理膳食，形成健康的生活状态。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

【难点】运用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来分析生活实例。

三、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

创设情境导入，展示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图片，提问：地方
性甲状腺肿的患病机理是什么？

（食物中缺碘）。

讲解碘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有关，追问：甲状腺激素在体内
是如何分泌调节的？引出课题。

（二）新课教学

1、甲状腺激素的作用

教师提问：甲状腺激素是由哪一内分泌腺分泌的呢？

（甲状腺）

教师讲解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细胞代谢速率加快，增加产热，
抵御寒冷。

引导学生思考：当你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你的机体为了
抵御寒冷做了哪些反应？

（外在的身体反应和体内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增加。）

过渡：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是如何增加的呢？

2、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



复习与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有关的激素和腺体。

（下丘脑分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
素，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

教师讲解甲状腺激素的调节过程以及甲状腺激素的调节方式
属于分级调节。

3、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反馈调节

教师启发提问：如果体内甲状腺激素含量过高会怎样？

（当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含量过高时，会反过来作用于垂体和
下丘脑，抑制促甲状腺激素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的合成释放，
从而体内调节甲状腺含量。）

教师追问：这种调节属于哪种调节方式？

（反馈调节）

（三）巩固提升

地方性甲状腺肿的患病机理是什么？

（甲状腺激素分泌的量减少，对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和促
甲状腺激素的反馈作用，使其分泌量增加。引起甲状腺增生，
造成甲状腺肿。）

（四）课堂小结

师生共同总结，并提示在日常饮食中要合理膳食。

（五）布置作业

课下思考如果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又会引起人体什么疾病



呢？

四、板书设计

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篇三

在第一课时《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实验的基础上本
节主要进行知识性内容的教学，主要包括细胞呼吸的过程和
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

教材首先简要概括地介绍了呼吸作用的概念，再重点讲述有
氧呼吸、无氧呼吸和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三大部分内容，为
学生了解不同生物生命活动的过程奠定了基础。它与前面所
学的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主动运输、酶、atp等内容紧密联
系，也为今后学习其他生命活动及规律打好基础。

（1）说明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2）说明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概念及过程。

（3）探讨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

（1）通过比较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的概念及过程，培养归纳
分析、比较的能力。

（2）通过学生观看多媒体演示及与教师的讨论活动，培养学
生主动理解新知识的能力。

（3）培养学生联系生活、生产实践的能力。

（1）通过分析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关系，认识生命活动。

（2）通过联系生产、生活等实际，培养成关心科学技术的发
展，关心社会生活的意识和生命科学价值观。



（1）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场所、条件和产物；

（2）细胞呼吸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借助多媒体课件演
示和生活实例阐述突破。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过程、场所和产物。

通过多媒体课件演示引导学生，并通过比较启发学生思考联
系点和区别。

1、课本——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必修1《分子
与细胞》。

2、多媒体——利用计算机查找细胞呼吸有关的资料如图片等，
并自制ppt。

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篇四

【知识】：初步了解分子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

了解中国合成牛胰岛素事件。

【技能】;培养分析分析资料的能力。

初步了解分子生物学的成果，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目标;

阅读访谈，学习科学家们实事求是、艰苦钻研的精神。

教学重难点：激发学生对高中生物的兴趣是本课的重点。

(一)以概述《细胞与分子》模块作为引入。

师：比较初中阶段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特点，大家拿到课本可
能会想，初中的时候不是已经学过细胞了吗?为什么高中还要



再学呢?初中的生物知识着重让学生了解生物学的大概情况，
而且因为学生没有相关的化学知识和足够的空间想象能力，
所以很多知识在初中阶段是没有办法说明白的。就拿细胞结
构来说吧，初中的时候，老师只能让学生知道动物细胞是由
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构成，至于细胞为什么是有生命的，
细胞是怎么样生活的，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只有在同学们
在初三、高一学习了化学的基础知识后我们才可以对生命进
一步的学习。学习科学就是这样，当你掌握的知识越多时候，
反而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就更多。

这个学期开设的《分子与细胞》模块，将为我们在化学分子
的层面上，解释细胞的结构以及生命活动。解答在初中阶段
没有办法解开的谜团，也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基础。

(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事件以及科学家访谈录

师：要了解分子与生物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个我们
国家在这方面的杰出成果。(展示出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
背景资料)。

(三)简单介绍高中生物的教材、学习方法和意义

1.教材分为必修3个模块、选修3个模块。必修：分子与细胞、
遗传与进化、稳态与环境，简述三者之间知识结构上的关系;
必修：

1.高中新教材的特点：需要学生更多的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增加了探究活动(什么是探

究活动、探究活动的流程：发现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
作出结论)、模型制作等，这些都要求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
学活动。

2.学习生物学的意义：生物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相关领



域的成果，各个学科之间的边

界已经模糊，而出现了多学科的交叉;学习生物学不仅仅是知
识的互动，更加是能力培养和思维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

【知识】：举例说出生命活动建立在细胞的基础上。

说出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情感态度】：认同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

教学反思：第2节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课时)

【知识】：了解细胞学说的发展过程

理解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细胞形态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的
关系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比较

【技能】：显微镜高倍镜的使用

制作临时装片

观察不同细胞的差异

【情感态度】：认同科学探索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认识水华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禁采发菜的意义

是本课的重点。而了解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是本课的难点。

课前准备：准备好实验的材料(选取多少种细胞?)。



高中生物实验课教案设计篇五

提纲挈领

1.世界海陆分布、海底地形、陆地地形。

2.世界气温和降水的水平分布规律及主要气候类型。

3.世界森林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利用现状
及存在问题。

4.世界人口的增长及世界四大人口稠密区的分布、世界面积
大国及领土。

第一节世界的陆地和海洋

巩固夯实基础

地球上海洋面积占71％，陆地占29％。

分布特点：

陆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在任何半球，海洋面积都大于陆地
面积。

各大陆的形状都是北宽南窄，略呈倒三角形。

某些大陆还南北对称，某些大陆的东部边缘被一连串的岛屿
群环绕，形成向东突出的岛弧。

1.大陆、半岛、岛屿、大洲概念

一般把面积广大而完整的陆地叫做大陆，陆地被海洋分成大
大小小的许多块。面积较小的陆地称为岛屿。陆地伸进海洋
的部分称为半岛。



世界最大的陆地是亚欧大陆。

世界最小的陆地是澳大利亚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