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优
秀5篇)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计划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
资源和任务。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
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一

1．备课中对每节内容、重点、难点、疑点、材料的选择，怎
样呈现给学生要进行充分研究。教学中要及时反馈，根据学
生掌握情况不断改进和修正教学方案。教师要多作题，多参
考资料。把握高考方向，提高课堂效率。

2．认真搞好练习和试卷讲评，每次训练测试全批全改，分数
登记入册。有练必改，有考必评，练考必讲。引导学生去分
析每一个问题及原因。考后及时巩固。

3．钻研考纲和教材，研究近5年高考试卷。总结高考经验，
指导好复习

5．教师广泛搜集资料，选择最适合学生的习题进行练习，每
练必改，每考必评。增强训练的针对性，收到更大效果。

6．认真做好辅优工作，进行个别辅导，关注学生的思想变化，
及时引导，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参加高考。

7．分层施教，要求不同，争取每一个学生都有收获。



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二

按照20xx年海南东坡学校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实施
西部第一! 紧密联系高中生生物教学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化课堂教学研究，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学生的
学业水平，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的质量与水平，争取有7人以
上达到700分，力争有学生突破800分!落实以人为本，深钻教
材，构建适应新课程教学的理念，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注重学科特点，加强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良好
的合作精神、行为习惯和心理素质，为全面提升我校高中生
物教学质量而不懈努力。

二、基本思路

1.总体目标：落实《高中生物课程标准》要求，落实高中生
物开课情况，转变教学思想和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效率和质
量;落实跟进式教学指导，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努力提高教师
的研究、指导、管理、服务水平。

2.分段目标：高三阶段，完善和落实高考一、二轮复习策略，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提高学生的应考能力。抓好常规教学，
探索和创新课堂教学，构建和谐课堂，完善差异教学措施，
提高课堂效益。

三、工作重点

1.开展以有效教学为核心的研究、指导与服务工作，加强学
科课程建设、考试命题、学科评估的研究，立足课堂进行有
效教学的研究。

3.本学年着重高三试题讲评研究，加强第一、二轮复习指导，
在高效课堂上下功夫，最大限度提高一轮复习课堂效率，提
高教学质量。



4.加强与其他高三生物教师之间的联系，继续做好与同行、
同业人员的共同教研活动，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共享资源。

5.加强生物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的学习与研究，搜集高考信
息，以求真正摸清2015年高考新动向，找准复习的目标和方
向，避免多走弯路。

四、研究高考改革走势，准确把握备考方向

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三

在20xx年高考本科有大突破的大好背景下，我有幸执教20xx
届的高三。作为一名再次执教高三的生物教师，我深深感到
自身有许多的不足：首先是经验的不足，高三和高一高二的
教学方式有许多的不同，因为高三是整一个高中阶段知识的
全面统筹，这正是我个人所缺少的。另一个就是知识的不足，
近年来的高考方向发了重大改变，由专业化向全面化，综合
化转变，导致专业知识也发生的相应的改变，等等。

本届学生理科有14人，大部分学生基础较差，学习方法不灵
活，不会主动学习，一般没有学习计划，纪律意识不强，缺
乏耐心、恒心和刻苦精神，情况不容乐观。其中莫富盛、陆
华富、庞国德、钟康奎、林良泽等同学有一定基础，学习也
较勤奋，有望考上专科以上。

本学期主要任务是完成必修课本与选修一和选修三的的第一
轮复习，让学生对高中阶段生物知识有个全面，系统的认识。
另外还要对学生积极辅导，及时进行单元测验，目标测验，
提升测验，月考，联考，摸拟考等一系列检测工作，对试卷
进行深入分析。根据学校课时按排特点(平均一星期六课时)，
尽量做到四讲一练一评。使学生的成绩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1.钻研教材，认真备课。认真钻研教材，把握住知识点，认
真备好每一节课。要求学生全面阅读、理解教材，查漏补缺，



夯实基础。

(1)、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一起重温、回顾、理解、记
忆必修本的重点、难点、考点知识，记住必记的知识点，要
求学生对知识理解记、联系记、对比记，再通过典题分析、
练习加强和巩固双基知识的理解，并及时解决有疑问的知识
点。

(3)加强课本经典实验的基本原理、操作步骤、实验现象的复
习;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类型，对每一种类型进行不断
进行训练与归纳，提高实验设计的能力。

(4)重视单元过关测试与讲评，及时反馈信息，查漏补缺。

(5)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a.学会联想：联想是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知识间的联
想、学科间的联想、问题间的联想等，都是有效提高创新能
力的方法。学会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培养科学实践能力，
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篇四

1、本学期将要完成必修1(包括五章)、必修2(包括四章)、必
修3(包括四章)以及选修1的所有章节的一轮复习教材内容，
包括课本中的所有经典实验以及与教材有关的实验设计等内
容。

2、教材编写特色分析

苏教版高中生物教材的编写特色：

1)体现生物科学发展的时代性与前沿性;



2)体现生物高新技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

3)教材注重实验与研究性学习课题的研究学习;

4)用大量插图、阅读资料等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

5)与社会实践及学生将来就业等密切联系。

3、教学实施设计

1)精心研究教材、教学大纲、高考考纲、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与方法，上好每一堂课;

3)把握教学深度与难度，确定教学重点与范围;

4)加强学生针对性训练，精选题目，培养学生能力。

4、德育目标设计

1)把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到每一节课中，为人师表;

2)通过生物学家的奋斗历程，引领学生形成钻研拼搏，细心
思维的优良品质;

3)利用教材中涉及的我国科学家的成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
义精神，鼓励为祖国繁荣做贡献的信念。

高三生物教师个人工作计划篇五

选择一本较好复习参照书，按照教材章节体系，依次梳理各
知识点，通过统一测试，找到学生知识薄弱环节，强化训练，
将高二做过试卷，习题整理出来，选出有代表性，易错题集
中评讲，达到知识点过关目。

在第一轮复习中一般不跨章节复习，但针对有联系知识点可



以进行局部知识点整合，如有丝分裂可减数分裂比较，学习，
就数目变化，染色体行为特征，图形判断加以重点讲解，复
习减数分裂则侧重精，卵子不同点遗传学三大定律内在联系
等方面介绍，减少重复性。

在第二轮复习中注重解决好知识综合，归纳，推理能力培养，
构建完整生物学知识体系，适应高考。根据第一轮复习后学
生知识水平，确定相应复习策略，在二轮复习中，复习主题
选择，习题佳作，培养解题技巧是工作重点。

1，主题选择

第二轮复习主题`选择有两个方面可作考虑一是学科内跨章节
主题，如_植物代谢调节_主题，涉必修本植物生理，调节选
修本第二章。这种方法能帮助学生理顺在第一轮复习中零散
知识点，建立起完整植物学知识体系。二是根据某一知识点，
将之相关跨章节知识归纳在一起，如蛋白质主题，生物能量
主题，生物育种主题，创新实验设计分析主题等。这种模式
对于培养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具体过程分析能力十分有效，
具体内容在各种复习资料中都可找到。

在第二轮复习计划中，我们采取第一种为主模式，为防止在
复习中学生过多依赖复习资料归纳总结，缺乏自主性分析，
在复习中只提供复习提纲，分六个主题，涉四本教材，统一
印制分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结合提纲所列章节知识点进行归
纳，回归课本，在教材中找到相应知识点间联系，课堂上不
再具体讲解各知识点，注重分析各知识点之间内在联系。对
于一些重要主题，如生物育种主题，蛋白质主题，安排在对
应知识点后介绍，通过典型例题分析串插讲解，每主题二课
时完成。

2，习题训练安排

在第二轮复习中，习题选择对于提高学生得分能力提高十分



关键，由于我校每周安排一次理综测试占用一课时，如果习
题讲，练过多，影响到主题分析，所以根据第一轮复习中学
生答题情况分析，针对历年高考试题特点，进行习题佳作，
重编工作是必要。学校为各科订了数套综合模拟卷，在二轮
复习中全部完成十分困难，我们计划将试卷中有代表性，典
型习题排选出来，安排学生练习，并指导学生审题，分析，
解答三个过程逐一过关。在每个主题复习中，选择历年高考
题中综合性强，易答错试题，集中分析评讲，针对学生答题
不规范问题，让学生根据高考题所给标准答案，分析自己答
案标准答案之间差异，漏答，错答原因，评价高考题答案准
确性，规范性，提高自身答题得分能力。

在习题课安排上，有计划地集中选择某一类型试题集中分析，
如信息题，图表，数据，曲线题，实验题等，指导学生针对
不同题型如何作出判断。如有效信息提取，曲线升幅度，斜
率变化特点，曲线拐点含义等，特别对试卷中出现常见题，
不能根据以往经验答题，注意题中信息变化。

在二轮主题复习结束后，在复习最后阶段，师生从综合模拟
题中走出来，学生回归教材，找出做过试卷，温习_错题_，
查缺补漏，教师随堂指导，可针对学生普遍出现问题集中讲
解，一般不再进行统一测试，要减轻学生心理负担，轻松应
付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