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物总结反思初一(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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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怎么写才
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一

近段时间，我时时浏览老师们网上的工作室，老师们的工作
室里真是资源丰富，有很多好的教案、有小组合作学习的具
体操作方法，有个人的教学反思、教学经验总结，以及每位
老师的点评等。我都是认真的阅读，收获很大。特别是看到
每位老师的`教学反思，触动很大，反思是一种学习方法，是
一种工作态度，只有不断的实践、反思、在实践，才能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思路，促进自身专业的发展，高效课堂才
能实现。看来网络教研打开了交流窗口，教师的工作室就是
一个交流平台，可以使教师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热心
研讨，形成了平等、合作、开放的教研氛围，在叙写、反思
和交流的过程中，教师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智慧得到升华。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二

1、在上实验之前应让学生在课下提前熟悉通读教材，对实验
步骤进行总结概括。这样课上就不要留太多是时间让学生去
先了解实验步骤了，来时在带领学生总结制作的步骤（擦--
滴--撕--浸--展--盖--染）也比较省事。

2、先看老师演示。学生如果不看老师演示，他们对一些操作
要点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往往会在具体实验时犯一些你想
不到的错误。操作难点和重点，老师要加以强调。比如，在



盖盖玻片时，用夹子夹起盖玻片，让盖玻片的一侧先接触水
滴，然后缓缓放下，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产生气泡。如果学生
还不是好理解，老师最后再给同学们演示一下，让学生把关
键步骤做好。

3、对于如何染色，并使得效果理想，这个问题可以给学生探
究的空间。让一部分人先盖盖玻片再染色，一部分同学先染
色后盖盖玻片，看看哪种效果更好。

4、在练习完制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的制作之后，
让学生回家后自己带黄瓜、西红柿、丝瓜、西瓜等实验材料，
下节课再来练习制作其他植物细胞的`临时装片，这样可以激
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三

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普通的课间后，我们上了一节不寻常
的生物课。

这堂课主要是学习如何操作显微镜。我们找好位置坐下后，
老师便开始讲课了。首先是对光。老师用左眼对准目镜，用
手将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然后在转动反光镜，缓缓对光，
过了几秒钟，这步骤便完成了。接着便是观察。老师将事先
备好的玻片标片放在载物台上，用压片压住。老师又转动粗
准焦螺旋，使镜筒缓缓下降至接近玻片标片为止。老师再逆
时针方向转动粗准焦螺旋物镜，使镜筒缓缓上升，略微转动
细准焦螺旋，物象更加清晰。这便是操作显微镜的过程了。

虽然这次没有观察细胞，但我学会了操作显微镜，也有很大
收获。可尽管如此，我依旧不满足，还想再上一堂这样的课。

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这节生物课是在实验室上的。我们在
楼前集中，走进了实验室。由于是第一次进实验室，我的心
情颇为紧张、激动。一进门，看到白色的长桌，黑色的椅子，



桌上还有台灯。桌子的中央是一个小水池，底部铺着硬卡纸。
至于水龙头，却没有水。其它与寻常教室一样。老师早已提
前来到这里，打开箱子，取出一台台显微镜放在桌子上。显
微镜和书上一样，是黑白相间的，由多个部分组成。

这时轮到我们操作了。由于是显微镜较少，是两人共用或三
人共用一台，而我来的比较晚，只能先等其他两人结束再操
作。看着两个同学慢如蜗牛的速度，我心中早已不耐烦，只
觉得他们真笨，连显微镜都不会用。到我的时候，心中不屑
一顾。心想，这有何难?却不曾想这正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
门道。刚一凑上去，就出丑了。连显微镜怎么调都不知道，
只是将眼睛对着目镜，在那里乱看，而眼中却一片漆黑。无
奈之下，我只好请教同学，在同学地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
开始动手调反光镜。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转，终于，我眼中
出现了一个亮白的圆，我成功了。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四

进入初中以来，我已经上了很多课，有些课令我难忘，其中
就有我最喜欢的生物课。

星期二上午第四节课，全班同学都严阵以待，准备接受生物
郭老师的“洗礼”。生物课代表早已将作业情况记录本和奖
品放在了讲桌上。

郭老师伴着上课铃声踏进教室，同学们各个端坐目视前方。
郭老师熟练地捧起记录本，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作
业情况比较优秀的有：朱桁俊、范可欣……”读了好一大会
儿又说：“这些都是作业比较认真的，大家鼓掌欢迎!”

“啊——嗯——下面进行复习提问环节。”同学们都自觉的
将书放好。

郭老师环视四周清清嗓子：“第一个问题：细胞中所含的物



质可以分成几大类?”全班同学几乎同时举起手来，一些得奖
心切的同学不断地与老师拉关系：陈硕站在凳子上，扯着嗓
子叫到：“老师，你两个星期都没叫我了。”陶兆凯不甘示
弱：“老师你上次都说叫我了。”郭老师指着陶兆凯
说：“好，那就你说吧。”陶兆凯流利地回答了出来：“可
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话音刚落，在一旁的席铮无缘无故
地哈哈大笑起来，郭老师严肃地说：“你，为班级贡献五毛。
”然后又笑着对陶兆凯说：“你回答正确，给予物质奖励一
份儿。”

在我班的生物课上，由全班同学每人捐资一元成立奖励基金，
谁回答对一道题，就会得到一份奖品，如果谁回答错了或者
上课捣乱，就要为班级贡献五毛钱，这样大大提高了同学们
的学习积极性，不过得奖品也是有天有不测风云的哦!

课讲完后，大家在复习基训，个个认真仔细，希望能被老师
表扬发奖。郭老师在教室里四处游荡，仿佛在寻找什么目标。
他走到于涵桌前，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说到：“这个同学长
得不错，给予物质奖励一份。”

“哇!哇——”同学们发出阵阵惊叹，长得好也能得奖啊，紧
接着，郭老师又指着张锐：“张锐同学不也长得不错吗?给予
物质奖励一份儿。”

“哇——”又是一阵惊叹，老师走到了我面前说：“董浩然
同学也长的不错……”我心中大喜——我可以得奖了!结果郭
老师后面的话令我大失所望：“鉴于董浩然同学是生物组长，
这次就不发奖了。”我的天哪，二十一世纪哪有这道理呀!不
过，郭老师的忽悠确实幽默，我也不禁笑了起来。

郭老师使枯燥的生物课变得生动、有趣，让同学们都学的津
津有味儿，上课发言积极踊跃，作业认真按时完成，也使我
们爱上了生物这门学科，我更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上了生物课。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五

近段时间，我时时浏览老师们网上的工作室，老师们的工作
室里真是资源丰富，有很多好的.教案、有小组合作学习的具
体操作方法，有个人的教学反思、教学经验总结，以及每位
老师的点评等。我都是认真的阅读，收获很大。特别是看到
每位老师的教学反思，触动很大，反思是一种学习方法，是
一种工作态度，只有不断的实践、反思、在实践，才能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思路，促进自身专业的发展，高效课堂才
能实现。看来网络教研打开了交流窗口，教师的工作室就是
一个交流平台，可以使教师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热心
研讨，形成了平等、合作、开放的教研氛围，在叙写、反思
和交流的过程中，教师个人的能力得到提升，智慧得到升华。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六

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在生物课的教学中，使每节课设计都
能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
提出全体学生通过努力都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有较大
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学校的条件和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实现因材施教，促进每个学生的充分发展。

以下结合《输送血液的泵-心脏》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教
学中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具体总结一下初中生物教学的体会：

《输送血液的泵-心脏》是人教社出版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
四章第三节的内容，观察心脏的结构和肺循环、体循环的途
径这部分知识是教学的重点。它既是对前面所学的血液，血
管等知识的深化，又是联系消化、呼吸、排泄等章节的关键。
人体吸收的营养物质需要经过循环系统运送到身体的各种组
织、器官，人体所产生的废物也通过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
泌尿系统等的协调活动排出体外，因此本章内容起到了联系
各部分知识的作用。



1.给学生机会，自己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去探究。

对于血液循环途径的知识，学生以前从没接触过，因此是较
为抽象和陌生的问题。如何化抽象为具体，增加学生在这方
面知识的感性认识是教学的关键。在学习过程中，我先引导
学生复习了上节所学习的心脏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的知识，再
让学生认真观察血液循环图解，思考讨论了“观察与思考”
中的两个讨论题。在充分的思考、讨论、交流、表达中让学
生自己去寻找出物质运输的途径，通过他们自己讨论，绘出
循环的路线，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并且用已有知识来解决
新问题，学生的能力、知识储备有差异，因此允许他们合作
讨论，取长补短，避免知识信息的孤立，使全体学生都有参
与讨论点的机会，做到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素
养。

2.让学生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通过小组的讨论，每个组都能得出自己的学习成果，第二步
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成果，尽量多的给他们机会，并且在
同学展示的过程中，允许其他组的同学提出疑问，提出的问
题本组成员可以参与解答，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全体学生都
能参与到知识的讨论中。中学生都有自我的表现欲，为了能
够参与到讨论中来，他们就会开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充分发
挥自己的潜能，做到一节课中每位学生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
减少部分学生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学生的积极性。

3.对学生做出客观的评价。

习的积极性，发现学生的学习潜能，发挥学生的特长，促进
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产生成功的体验，激励学生不断追
求成功。能帮助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促进学生主动、
全面的发展。

另外，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搜集、整理、加工



资料的能力，使学生开阔视野，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掌握
获取信息的能力，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新课标的教学中，首先要认真研读新课标，在此基础上充
分去实现课标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和探究精神，教师应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在教学中的正面导
向作用，积极引导学生真正改变学习方式，提高终身学习能
力。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七

20____年10月23—25日，我有幸参加初中生物实课观摩活动，
无疑给自己的专业成长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感谢江西师大老
师的积极组织以及南昌各校的支持为我的成长提供如此好的
学习机会。

我通过本次学习也感受颇多:

一、教师过硬的基本功

每位老师能够在如此场面宠辱不惊，关键就是基本功扎实。
简练而到位的语言，清晰的嗓音，语气语调富有亲和力、带
有鼓励性，对学生的回答及时评价并且多元化，课堂气氛轻
松愉悦。当然教学基本功不仅包括教师的语言、板书等，更
应包括对教材的把握、挖掘分析、重新组织、策略的合理运
用的能力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等。而这些教师无不
做的恰如其分。

二、注重创设情境巧妙导入

高效巧妙的导入新课，成为了各位选手吸引学生与听课教师
的一把利器。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一个有趣的导入就
可以很快将学生拉回课堂。比如:南昌十九中学的曾苑苑老师
所讲授的《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这一课当中，曾老师紧紧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在洗菜时发现菜叶上有菜青虫，
怎么知道它是一种怎样的食物?教师引导学生想办法怎样去解
决，学生通过讨论和交流，不但想出了好的办法，而且间接
的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本节课，带着问题。这主要是
教师对于本节课内容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的使用，没有局限
于书本上的死知识，而是很巧妙的引入了本节课题。

三、注重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

每位老师根据所教内容的特点,采用自主探究、学生参与等方
法,共同的指导思想是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探究学习之中。在学
生的讨论交流之后,逐步对现象进行分析,深入到问题的本质,
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给以简单的指导。只有学
生自己“悟”出来的过程和结论,才是学生真正理解的,学生
才会设计实验,才会明白研究方法,才会去应用。

四、目标的达成清晰自然

越是一节好课，越是上的朴实不做作，越是让人觉得这不是
教师的舞台，而是孩子的天下。而教师恰恰起到了这个伟大的
“幕后”作用。各位老师的课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很朴实，很
自然。但是细细品味，每一环节之间过渡自然，衔接自如，
通过设置合适的问题情境过渡到下一环节。教师利用不同更
好的诠释知识让课堂显得更加真实，也凸显了教师教育智慧。
另外知识目标仅仅是三维目标之一，在学生亲自动手或讨论
交流的的过程中也很好的达到能力目标与情感目标，真的做
到了“润物细无声”。

六、团队合作，发挥集体智慧

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干什么都需要集体的
力量。在集体备课的过程中，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不
断进步，同时在交流中还可能迸出创新的火花，让教学思路
更加清晰。



各位老师的的优点和亮点还有很多，这些让我在受益的同时
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教学，现谈谈自己的感触。

1.一堂好的生物课应该顺畅、自然，每个环节的链接都要过
渡自然，这是教学中我们应该关注的细节，而细节决定成败。

2.教师的基本功要过硬，尤其是实验课的组织，应该使学生
感觉轻松愉悦，在实验中感受科学的严谨和成功的喜悦。

3.课堂提问要讲究技巧。提出的问题不应该过于简单或过难，
要有一定的思维力度，让学生需要经过一定的思考才能回答
出来。引导学生思考时提出的问题要适当,逐步深入,确实遇
到较难的问题了,则需要我们及时的点拨。即“引导是关键,
点拨是辅助”。

4.平时要多学习多研究不断提高个人素质与能力。多听多看
才能发现不足，多研究才能弥补。以上是我对本次听课一点
粗浅的认识，总之每一位老师都有我要学习的地方。通过一
次次学习也更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并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
将学到的尝试运用的教学中，逐步提高和完善自己。真希望
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学校，向同行们学习，使自己更强!

生物总结反思初一篇八

一、问题价值度

问题表述准确，答案明确。设问由浅入深利于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在合作探究环节问题上能围绕教学重点提出问题，
学生能探究的尊重学生的成果。探究不上的如细菌的特殊结
构能回答荚膜和鞭毛，但是芽孢回答不出来。教师指导学生
看书上的74页关键词“有的”就能回答上来。

二、学生参与度



因为本课内容细菌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相联，因而学生具有
较强的学习愿望。第一的自主学习同学们看书写完后，分小
组对题，要求一人一题都要参与。这样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
其中，既达到了全员参与也达到了思想、态度、价值观的升
华。学生合作学习开展的比较成功。

三、教师指导度

在学生展示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对于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能
够及时回应、讲解，给予学生鼓励、启发，使学生通过老师
的讲解达到了认知的升华。老师的讲解恰如其分、恰到好处，
起到了画龙点睛、促其提升的作用。比如探究不上的如细菌
的特殊结构能回答荚膜和鞭毛，但是芽孢回答不出来。教师
指导学生看书上的74页关键词“有的”就能回答上来。

四、目标达成度

教学目标把握准确，即体现了教育教学的需要也符合学生的
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通过练习的优化设计使练习紧紧围绕
教学目标而设，为教学目标服务，为教学目标的落实起到了
应有的作用。使教学目标得到了更好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