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精选5
篇)

做任何工作都应改有个计划，以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使
工作循序渐进，有条不紊。计划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
样才能写好一篇计划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
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一

  每周在集体备课时间进行集体备课，安排本周的教学内
容，把本周要教的内容，统一分析一遍，由一人主讲，其他
人配合发言，要求要尽量分析详细全面。集体备课后每位教
师还要认真备好每一课时的课，要认真钻研教材，认真分析
教材内容与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吃透所教内容在整个知识
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其与前后知识的内在联系，写出详细的教
案，并能在课堂上根椐学生自学情况，选择生动、形象的教
学方法与形式，精讲学生的疑难问题，并及时做好教后反思。

  2、积极实施“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探究式生物教学
方法

  行讲解，坚持做到学生能看懂的不讲，只讲重点、难点，
真正体现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探究式大容量的高效生物课
堂。

  3、组织好周练

  要求周练题题量要充足，卷面要清晰，难易适中，无错
误。

  4、力争早结束教学任务，进行综合训练。



  5、积极相互听课并及时评课，互帮互学。

  6、自我发展：本学期除了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学校的学
习任务之外，还要通过报刊、网络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己
的能力。另外积极参加各类教研，积极撰写教学论文、认真
进行教学反思，提高自己的教研能力。

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二

  落实“课堂教学效益年”系列活动，在减轻学生负担、
提高教学质量上多下功夫。以课堂教学为抓手，以改进教学
与学习方式为突破口，积极探索适应新课程要求的新方法、
新手段和新的教学组织形式，逐步实现课堂教学由以传授、
记忆为主向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的实质性突破。建立优
秀骨干教师开放课堂制度和城乡课堂教学交流制度，通过上
述活动，使广大教师从名师的教学和面对面深入的研讨中获
益，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进一步推出一批有创新、有实效、
可推广的优秀课例，供广大一线教师学习和借鉴，为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奠定物质基础。

  名师课堂开放：根据市生物教研工作计划安排，为了充
分发挥我市名师的示范作用，逐步搭建起教师间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提高我市初中生物学科的课堂教学
效益，推动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为生物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提供机会，本学期有两位教师进行名师课堂开放活动。

  城乡互动交流：为深化初中生物课程改革，进一步探索
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和途径，增强城乡教学交流和共同提升。

  从申报公开课的教师中选拔优秀的教师上课，本学期准
备在城东片、城西片和城北片三个区片举行城乡互动交流活
动。

  深入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积极研究探索课堂教学的规律。



继续开展大集备、骨干教师主题教研和课题研究等活动，关
注高初中教学衔接的内容与方式， 努力探讨解决相关重点和
难点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通过举办研究课、公开课、评
优课和各种形式的专题研讨会，进一步加强教师间的相互学
习和交流，引导教师自觉地将课改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来，
最终实现在减轻学生负担前提下的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加强对有效集备的研究。建立科学的集备制度，明确集
备的目标、时间、参加人员、内容、目标达成等，特别是要
明确集备的内容和目标达成。加强集备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建议各学校实行每周集备与集备日常化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为了进一步丰富教研活动的内容，创新教研的形式，加
强对联组长的培养，也给每位骨干教师更多的锻炼机会，本
学期要求联组长每人承担一次市级教研活动。本学期教研活
动重点围绕“教材与教法”“有效教学”“学案导学”展开。

  继续深化研究“有效教学”，“学案导学”等课题的研
究。以课题引领，组成名师、名校或学科中心组为载体组
成“研究共同体”，开展相关研究活动，着重研究具有一定
前瞻性、科学性、实效性的课题，由点到线到面的多方位延
伸拓展。发挥课题的引领作用，围绕重点问题、共性问题加
以研究，总结提炼，形成成果，逐步推广。

  以《xxxx市课堂教学评价实施意见》为指导，大力开展课
堂教学评价的实践与探索。把本学科课堂教学评价实施意见
的实施作为教学调研的重要内容来抓，引导学校以课堂教学
为抓手,开展课堂教学的评教活动，规范课堂教学,提高课堂
教学的质量。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和完善的课堂教学
评价实施意见,以更好的发挥课堂教学评价实施意见对全市教
学的指导作用。



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三

  1.认真按时开展备课组活动，确定中心发言人。在备课
组活动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教学研究活动，如说课、听课、讨
论评课，或进行主题教研活动等。

  2.加强集体备课和资源共享。按照备课和课件制作分工
安排，每人认真完成任务，及时上传到备课组资源站。在使
用非本人制作的课件、教案时一定要做修改。

  3.加强教学常规工作。课堂中要体现学校校本教研的主题
“基于问题的有效教学，探索学习规律”。在平时教学中要
渗透一些复习方法，加大密度，培养学生寻找规律的能力。
构建有效的知识网络、提高作业含量与中考方向吻合。

  4.加强试题研究。由于即将面临学业考试，教师除了认
真完成新课教学外，还要积极研究近几年的中考试题，探索
提高复习有效性的方法和途径。

  5.加强培优和扶后工作。不仅要重视优生的培养，而且
要注重对后20%学生的帮扶，“抓两头、促中间”使我们平时
的教学能真正体现面向全体学生。

  6.控制考试的次数。一学期单元检测6次，阶段性检测一
次，期末检测一次。

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篇四

  第一周 ：军训和科学家访谈 (1课时)

  第二周：第一章 走进细胞 (2课时)

  第三周：第1节 从生物圈到细胞(1课时)



  第2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1课时)

  第四、五周：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6课时)

  第1节 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1课时)

  第2节 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蛋白质(2课时)

  第3节 遗传信息的携带都——核酸(1课时)

  第4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1课时)

  第5节 细胞中的无机物(1课时)

  第六、七周：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共4课时)

  第1节 细胞膜——系统的边界(1课时)

  第2节 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2课时)

  第3节 第3节 细胞核——系统的控制中心(1课时)

  第八周：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共3课时)

  第1节 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1课时)

  第2节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1课时)

  第3节 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1课时)

  第九、十周：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7课时)

  第1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2课时)

  第2节 细胞的能量“通货”——atp(1课时)



  第3节 atp的主要来源——细胞呼吸(2课时)

  第4节 能量之源——光与光合作用(2课时)

  第十一、十二周：第六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5课时)

  第1节 细胞的增殖(2课时)

  第2节 细胞的分化(1课时)

  第3节 细胞的衰老和凋亡(1课时)

  第4节 细胞的癌变(1课时)

高二生物老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五

  1、每周星期二下午第一自习集体备课一次，地点在教研
活动室。

  2、组织每次教师互相听课，课后大家一起评课，一起

  反思，提出解决办法，并结合新课程改革，将发现的问
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然后，将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去，
使得大家的专业水平一次次得到提升。积极参加各种学习活
动，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3、每周的集体备课，继续开展以“讲课、评课、写
课、”活动，按照学校要求，重点是教学目标的确定、重难
点的把握、学情分析及教学活动设计和习题的选择的研讨，
做到有目的、有计划、有主要发言人、有记录。注重成员间
的交流与合作，资源共享、合作学习、共同发展。认真开展
有特色的公开集体备课活动与其他教师交流。

  4、生物地理组全体教师都积极报名上公开课并参与教学



活动，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集体的交流合作，促进彼此更
快地成长。

  5、每位教师认真读1～2本书，写读书笔记和心得，积极
参与读书活动，推荐好书，共读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