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
通大学(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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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通大学篇一

摘要通过“问题——情境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勇于探索
的热情，关注染色体加倍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影响。

关键词染色体变异问题——情境式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1.地位作用。本节课位于必修2遗传与进化第五章第二节，本
节课的内容是学习了基因突变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学好本
节内容既能帮助学生巩固前面知识，又能为学生学习第3节人
类遗传病做好铺垫，它在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2.主要内容。本节内容包括“染色体结构的变异”和“染色
体数目的变异”以及实验。教师应从雌雄果蝇体细胞和生殖
细胞的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分析入手，设置一系列的问题情
境，通过联系以前所学的知识，帮助学生认识染色体组的概
念。

3.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a、说出染色体结构变异的基本类型。



b、说出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2)能力目标：

a、培养学生识别生物图的能力和分析归纳总结的能力。

b、通过对具体事例、概念的辨析和对比，认识单倍体，二倍
体和多倍体间的联系。

3)情感目标：

a、了解染色体数目变化原理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激发学生
学以致用的理想。

b、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与他人合作能力，激发学生
勇于探索热情，使学生关注染色体加倍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影
响。

4.重点、难点和关键。

1)教学重点：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2)教学难点：

a、染色体组的概念。

b、二倍体、多倍体和单倍体的概念及其联系。3)教学关键：
成功地用好各种直观教具与各种教学方法。

二、教法运用和学法指导

1.教法运用：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
教学中，针对学科特点，坚持以启发探究性原则为主，综合
运用讲授、讨论、观察、直观教具、电化教学等多种方法，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2.学法指导：依据教法，指导学法，体现：“教是为了不需
要教”的目的，直观教具的使用和电化教学手段，教给学生
分析综合的思维方法;运用形象记忆，教给学生记忆的方法。

三、教具使用

依据直观性、科学性的原则，有利于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获得感性认识，积极思考。

四、教学程序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激活原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有丝分裂、减
数分裂、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植物杂交、生长素在农
业上的应用等知识，创设问题情境，新旧知识融会贯通，形
成完整的认知结构。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导言在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悬念。本节导言我以大家熟悉的西瓜引
入：我们通常吃的西瓜是有子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西瓜无子，
而且又大又甜，大家想知道它是怎样形成的吗?请看教材“问
题探讨”，并讨论西瓜“无子”的原因。

2.出示目标，自学交流。

多媒体展示目标：1)说出染色体结构变异的基本类型。2)说
出染色体数目的变异。3.师生互动，建构目标。

多媒体展示如下资料：

a、人的第5号染色体短臂缺失，患猫叫综合征。



b、果蝇x染色体上某一区段的重复，可使正常的卵圆形眼变为
棒状眼。

c、如果人的第22号染色体和第14号染色体发生易位，会使人
患惯性粒细胞白血病。

d、如果使萝卜的染色体增加一倍则主根粗大产量高;如果使番
茄的染色体增加一倍则所含的维生素c大约多了一倍。对玉米
和番茄来说细胞内少一条染色体就不能成活。

根据上述材料，分析染色体的变异包括哪些类型?染色体变异
有什么特点?得出结论：染色体变异可以分为结构的变异和数
目的变异。染色体变异对生物的影响大多是有害的，因为遗
传物质的稳定性是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也是生物正常生命
活动的基础。

(1)染色体结构的变异。

多媒体演示：雌雄果蝇减数分裂形成精子和卵细胞的过程。

教师小结：果蝇的精子和卵细胞中只含有一组非同源染色体，
它们在形态和功能上各不相同，但是携带着控制一种生物生
长发育、遗传和变异的全部信息，这样的一组染色体，叫做
一个染色体组。

(2)染色体数目的变异。

多媒体展示果蝇通过减数分裂产生配子的图示

引导学生分析并回答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既有利于组织教学又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符合认知规律，
把难点分散、转化，便于学生接受。

(3)单倍体、二倍体、多倍体。



我们在初中学过蜜蜂中的工蜂和蜂王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成，
而雄峰是由未受精卵发育而成。因此，雄峰体细胞的染色体
数是工蜂和蜂王的一半。像这样，体细胞中含有本物种配子
染色体数的个体，称为单倍体。

由受精卵发育形成的个体，体细胞含有两个染色体组的个体
叫二倍体;体细胞含有三个或三个以上染色体组的个体叫多倍
体。

由学生分析回答：玉米(2n=20)由其花粉直接发育成的个体
为(单倍体)。

普通小麦六倍体(6n=42)由其花粉直接发育成的个体为(单倍
体)。

教师总结：可见多倍体、二倍体和单倍体的划分依据是不同
的;多倍体、二倍体是以含有的染色体组数来划分;单倍体则
只要含有本物种体细胞染色体数的一半即是，与含有的染色
体组数的多少没有关系。

4.巩固练习，及时反馈

五、教后反思

对于染色体数目变异的知识，学生不太了解，但是，无子西
瓜、多倍体草莓等，学生并不陌生。我从学生熟悉的事物入
手，引导学生进入相关概念的学习;并提醒学生，尽管大多数
染色体变异是有害的，但也有少数变异是有利的。而染色体
组的概念较为复杂，直接讲述学生难以理解其实质，可从具
体实例，如：果蝇的染色体分析，创设问题情境，来帮助学
生认识，效果不错。在教学中以爱心鼓励学生，促使学
生“亲其师，并信其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通大学篇二

知识目标：

1)了解构成细胞和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组成;

2)掌握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

3)理解和掌握主要化学元素的作用;

4)通过生物体组成元素与非生物的对比，理解生物界与非生
物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情感目标：

通过学习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认识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
统一性和差异性;使学生初步学会抓住知识中的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用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联
系的观点分析事物，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

技能目标：

通过对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相关知识的学习和分析，培养
学生理解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培养学生跨学科分析
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及这些化学元素的重要作用;

2.组成生物体最基本的元素是碳;

3.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教学过程：



地球上的生物，现在已知的大约200万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体，
在个体大小、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都不相同。但是，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和化合物是大体相同的，也就是说，
生物体的生命活动都有共同的物质基础。

物质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各种生物体细
胞内的生命物质，查明了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的种类、数
量和作用。大家都知道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物质
构成的，构成细胞的物质和世界上其他物质一样都是由元素
构成的。那么组成生物体的元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这节课
就来学习生命的物质基础的第一节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

一、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找出两者不同的地方。除了找不
同点外，还要找相同点。

下面以小组为单位，运用恰当科学的方法来解读表格中的数
据，归纳结论，然后进行交流。我们通过比较，发现玉米和
人的化学元素组成差异较大，除了o和c两种含量最多的化学
元素有较大差异外，一些含量较小的化学元素差异也很大。

我们来分析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哪些。同学们边看边思
考下面的问题：

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哪些?与非生物是否相同?

2.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生物体中含量是否相同?

3.哪些化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含量很高?哪些很低?

经过同学们的认真观察，对比分析，回答了上述问题。对学
生的答案给予评价，鼓励学生自己主动思考问题。



分析上表，我们知道组成玉米和人体的基本元素是c、h、o、n，
这四种元素在组成生物体的元素中含量最多。从上表还可以
看出，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在不同
的生物体内，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差很大。

同种生物不同生长期体内各元素含量也有不同。同种生物体
内不同器官各种元素的含量也有差异。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仙人掌和海洋中的鲸的化学元素大
体相同;各种化学元素在这两种生物体内的含量有差别。

通过上面的学习，同学们都理解了组成生物的.化学元素种类
大体相同，但不同生物中含量有差异。根据组成生物体的化
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含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大量元素;那么什么是大量元素呢?大量元素就是指含
量占生物体总重量万分之一以上的元素。例如：c、h、o、n、p、s、
k、ca、mg等。

与之相对的是微量元素;微量元素是指生物生活所必需，但是
需要量却很少的一些元素。例如：fe、mn、zn、cu、b、mo等。

同学们要注意：微量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含量虽然很少，却是
维持正常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

二、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的重要作用

在组成生物体的大量元素中，c是最基本的元
素，c、h、o、n、p、s6种元素是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如表1-2，
大约共占细胞总量的97%.生物体的大部分有机化合物是由上
述六种元素组成的。例如：糖类多是由c、h、o组成，核酸是
由c、h、o、n、p等元素组成的，而蛋白质由c、h、o、n等元素组成。

一是：生物体的化学元素组成多种多样的化合物，如糖类、



蛋白质、核酸、脂肪等，这些化合物在生命活动中都具有重
要作用。

二是：化学元素能够影响生物体的生命活动。例如，油菜缺b
时，会出现“花而不实”的现象。这是因为微量元素b能够促
进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的伸长。当柱头和花柱中积累了大量b时，
有利于受精作用的顺利进行。在缺少b时，花药和花丝萎缩，
花粉发育不良。mo作为牧草生长的必需微量元素(新西兰草场
钼矿)。

小孩缺钙长不高，老年人缺钙易患骨质疏松。人缺铁会出现
贫血症状，果树缺铁会的黄叶病;植物体缺钾茎秆软弱易倒
伏;人体缺碘易患大脖子病等。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组成生
物体的元素的作用，只有在生活的机体中，在生物体特定的
结构基础上，在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
化合物是生命元素的主要存在形式，蛋白质和核酸是生命的
最基本物质。

三、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无机自然界中都可以找到，没有
一种化学元素是生物界所特有的。这个事实说明，生物界和
非生物界具有统一性。

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在生物体内和在无机自然界中的含
量相差很大。例如，c、h、n3种化学元素在组成人体的化学成
分中，质量分数共占73%左右，而这三种元素在组成岩石圈的
化学成分中，质量分数还不到1%。这个事实说明，生物界和
非生物界还具有差异性。(小资料)生物大分子在生物体的生
命活动具有重要作用。碳原子本身的化学性质，使它能够通
过化学键连结成链或环，从而形成各种生物大分子。可以说，
地球上的生命是在碳元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通大学篇三

一、教学目标：

知识:

说出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说明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异同。(理解)

说明细胞呼吸的原理，并探讨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理
解)

技能：

设计实验，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探究。

二、教学重难点：

有氧呼吸的过程及原理(重点);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本质，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难点)

三、课前准备：

知道两个小组学生分工完成探究酵母菌细胞的呼吸方式。

四、教学用具：

ppt幻灯片

五、教学过程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一)引入

回顾atp的生理功能，糖类、脂肪被细胞分解后把能量储存
在atp的高能磷酸键中。提出问题：有机物进入细胞后以什么
方式分解的呢?在体外，有机物与氧气发生燃烧反应，放出大
量能量。而生物学家发现，有机物在细胞内也是通过复杂的
氧化反映产生能量的。

引出细胞呼吸的概念

回顾旧知识，受教师的问题所引导，进入新课。

(二)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

对引导其他学生对参加实验的学生进行提问，并进行归
纳。(问题如：为什么选用酵母菌作为实验材料，而不选用小
白鼠等;naoh溶液的作用是什么)

对实验的设计、结果进行交流和表达，并回答老师和其他学
生提出的问题

(三)有氧呼吸

提出问题：在学习细胞器的内容中，和细胞有氧呼吸有关的
细胞器是什么?阐明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是线粒体。用幻灯片
展示线粒体的结构，指导学生进行观察和表述，以问题作为
引导：1.线粒体是由多少层膜组成;2外膜和内膜在形态上有
什么区别，内膜的特点如何与线粒体的功能相适应;3.内膜和
基质上有什么物质。



以幻灯片为辅助，讲授有氧呼吸的三个阶段。注意整理三个
阶段发生的场所、能量的变化、产物。

提出问题：有氧呼吸与有机物在体外燃烧放能过程比较，有
什么区别呢?

简单介绍有氧呼吸能量的转化效率，可以让学生来计算。一
般内燃机的效率为25%左右，而生物有氧呼吸的能量效率
为40%左右，其余60%左右转变为热能。

回答问题(线粒体)

观察线粒体的结构，并回答相关问题，并把多个问题的答案
进行整合，得出线粒体适应有氧呼吸功能的结构。

学生阅读相关内容，填写表格，并进行分组讨论后，分别讲
述有氧呼吸三个阶段。

比较两者的区别

分析有机物产伤的热能的生理意义。

教学活动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四)第一课时小结及练习

用幻灯片展示半成品的概念图，指导学生完成

练习略

小组讨论，完成概念图



(五)无氧呼吸

无氧呼吸的场所、过程、产物、能量的变化

以乳酸、酒为例子，讲授发酵的概念。

通过用图表比较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两者的区别，指导学生
概括无氧呼吸的概念

举出生活中遇到的无氧呼吸的例子。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通大学篇四

1、了解真核细胞增殖的方式及意义。

2、理解细胞周期的概念。

3、准确描述细胞有丝分裂各阶段的重要特征。了解动、植物
细胞有丝分裂过程的异同。

4、掌握有丝分裂的过程、特征和意义。尤其是dna和染色体
的规律性变化。

能力目标

1、学习用曲线图描述dna和染色体数量的变化规律

2、通过学习有丝分裂过程培养学生分析图像、解读图像的能
力。

3、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制作临时装片的技能，培养学生的观察、
分析能力以及识图和绘图能力。

情感目标



1、通过对细胞周期以及有丝分裂过程中dna和染色体的规律
性变化的学习，培养学生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学生对
生命的运动性、对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等哲学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2、通过对实验思路的分析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培养学生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工作作风。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细胞都是通过细胞分裂产生的，细胞分裂是生物体生长、发
育和生殖的基础。在细胞的生命周期中，一个新形成的细胞
要经历生长、分化以及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其中也有些细胞始
终保持分裂增生能力，不发生细胞的分化过程。在细胞增殖
这一部分中，有丝分裂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

细胞分裂的三种方式是真核生物细胞增殖的方式。原核生物
没有细胞核，因此不可能象真核细胞那样进行无丝分裂、有
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细胞分裂的三种方式中，有丝分裂是最主要、同时也是最重
要的方式。多细胞生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体细胞的增多就
是通过有丝分裂实现的。无论是单细胞真核生物还是多细胞
生物他们各种形式的无性生殖也是通过有丝分裂完成的。这
将在第五章“生物的生殖和发育”中再进一步阐述。有丝分
裂还是学习减数分裂的基础，而减数分裂知识又是学习遗传
变异规律的基础。由此可见有丝分裂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讲透，要让学生真正掌握有关知识。
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要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整个学习过程。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到认识和分析一个
生命现象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除了一般的文字描述外，
还可以用图形描述特点;用图解和表格突出重点;用曲线描述



量的变化规律和趋势;通过实验观察、验证生物学知识等……
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了解一些常用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基
本方法。

教学题目：第二节细胞增殖(建议4课时内完成)

教学重点：

1、细胞周期的概念。

2、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以及有丝分裂的特点

3、有丝分裂过程中dna和染色体的规律性变化。

4、细胞分裂的意义

5、制作临时装片观察细胞有丝分裂的实验

教学难点：

1、细胞周期的概念。

2、细胞有丝分裂的特点及意义

3、有丝分裂过程中dna、染色单体和染色体的数量变化规律及
其相互间的关系

教学过程：

讨论：生物体是如何长大的?

1、从物质转化角度分析：同化作用强于异化作用

同化作用主要发生在细胞的那些结构上?这使细胞发生了怎样
的改变?



(引导学生简要复习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2、从细胞变化角度分析：细胞分裂——细胞数目增多

细胞生长——细胞体积增大

细胞的体积一般都是很小的，细胞生长到一定大小后就会通
过细胞分裂使其体积减小。为什么细胞要进行细胞分裂呢?指
导学生展开讨论。(请参考“”)

学生总结：细胞分裂的生物学意义。

对于单细胞生物体，细胞分裂意味着生物个体数的增加。多
细胞生物体的生殖活动也是通过细胞分裂完成的。对于多细
胞生物体，细胞分裂则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的基础。细胞分裂
保证了细胞有足够大的表面积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从而保
证了新陈代谢对物质更新的需求。因此细胞分裂是生物体生
长、发育和繁殖的基础。

根据对细胞分裂过程的观察，细胞分裂主要分为无丝分裂、
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三种不同的方式。

学生观察并讨论：认真观察39页青蛙红细胞细胞分裂图、37
页植物分生组织细胞分裂图和107页产生精子细胞的细胞分裂
过程图，简要说出他们的主要区别特点。

归纳总结：提出三种细胞分裂方式并比较主要不同。

三种细胞分裂方式中，无丝分裂通常是已经分化的细胞所采
取的细胞分裂方式，如青蛙血液中红细胞的细胞分裂。(见扩
展资料)减数分裂只发生于有性生殖过程中，多是用于产生有
性生殖细胞如卵细胞或精子细胞等;而有丝分裂则是最常见的
方式，如生长发育过程中体细胞的产生以及无性生殖过程中
新个体或生殖细胞——孢子的形成……。人体就是经过连续



的有丝分裂由一个受精卵细胞生长发育成的。

有丝分裂可以连续发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细胞周期。

学生阅读并讨论：

1、学生分析有关文字描述找出关键词语(什么样的细胞?起、
止的标志?为何这样划分?)

2、根据图解描述什么是细胞周期。

(一个细胞从它产生开始直到它又通过细胞分裂变成两个相同
的子代新细胞这就是一个周期。它包括分裂间期和分裂期两
个阶段。)

细胞周期：连续分裂的细胞。从上一次分裂结束开始，到下
一次分裂结束时为止。包括两次分裂间期的遗传物质复制，
和分裂期的遗传物质的均分两个过程。

设问：为什么有丝分裂可以连续进行?

配合课件进行讨论学习，并且作笔记：

根据课本给出的数据等资料可以知道，在一个细胞周期中分
裂间期占有极大的比例。分裂间期是一个新生的细胞进行物
质积累生长成熟的阶段，与此同时这个细胞还要为新一代细
胞的产生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因此看似静止的分裂间期其
实是细胞最繁忙的阶段。

分裂间期：为细胞分裂做物质准备。(占时90～95%)

细胞变化：细胞核大核仁明显，染色加深。核内渐出现染色
体纤丝。

分子变化：dna复制加倍，有关蛋白质大量合成。



中学生物教学设计题库选择题南通大学篇五

引导启发：

教师组织与引导

1.组成氨基酸的基本元素是什么?

2.四种氨基酸在结构上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差别之处?

教师给与必要的补充，注意语言表述的准确性。

3.尝试写出氨基酸分子的结构通式。

教师巡查学生书写情况，启发学生依据书写情况与教材作对
比来发现问题，强调结构通式的不同写法。

引导学生通过球棍模型加深对氨基酸结构的理解，特别要形
成其空间结构的认识：(通过对蛋白质的空间结构的理解，为
下一步的理解肽链的空间结构做铺垫 )

桔红色球：氢原子

黑色球：碳原子

绿色球：氧原子

蓝色球：氮原子

小铁棍：化学键

弹簧棍：碳氧双键

(要求)装配出一个甘氨酸或丙氨酸



深入探讨:

1. 我们插装的甘氨酸的侧链基团是什么?

2. r基的不同如何决定氨基酸种类的不同?尝试用模型变换(课
下完成)

3. r基上能不能含有-nh2 或-cooh?

课件展示特殊氨基酸

赖氨酸(含-nh2)

天冬氨酸(含-cooh)

启发引导:

生物体中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只有20种，而据估计，生物界
的蛋白质种类多达1010～1012种。

氨基酸是怎样形成蛋白质的呢?

根据由部分到整体的认知规律，

先引导:两个相同或不同的氨基酸分子脱水缩合过程

讨论:

1. 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大致过程是怎样的?

2. 两个氨基酸脱水缩合反应生成一个二肽，失去几分子水?

3. 三个氨基酸脱水缩合，失去几分子水?

4. n个氨基酸脱水缩合反应呢?



演示:

氨基酸分子脱水缩合形成两条链的过程

1. 拿一条两头系有不同颜色紧扣的绳子表示一条多肽链

2. 拿剪刀从中间剪开表示肽键的断裂

思考:肽键断裂后需要作出哪些修饰，使其形成两条完整的多
肽链?

评价学生回答加以总结教师组织与引导

引导学生观察:

“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示意图”

完成“思考与讨论”

利用课前搜集的有关人工合成蛋白质材料，联系本书的科学
家访谈:

2. 设计一个怎样的方案，以期更科学、更合理?(方案要合
理)

3.如果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你应该做
哪些方面的分析?

评价学生回答，总结出蛋白质结构多样性的四大原因。

引导学生再次思考蛋白质功能实例中如何体现结构与功能的
适应这一生物学观点。

讨论:



1.对于蛋白质的功能，你还能作出补充吗?

2.人类研究蛋白质的功能有什么意义?

教师组织与引导。

展示知识概念图。

本节课要理解: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蛋白质的结构和功
能多样性的原因。

思考回答：许多蛋白质是构成细胞和生物体结构的重要物质,
称为结构蛋白,如羽毛、肌肉、头发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

思考回答：c、h、o、n等。

观察对比， 尝试用语言描述。

倾听，并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

总结氨基酸在空间结构上的特点。

学生思考回答:

1.甘氨酸的侧链基团是氢基

2.学生初步思考

3.r基上可以含有-nh2 或-cooh，进一步理解 “每个氨基酸分
子至少都含有一个-nh2 和-cooh”

获取信息，主动思考，体会巨大的数字差别蕴含有哪些信息。

观察“氨基酸脱水缩合示意图”，阅读氨基酸脱水缩合过程
的文字、图解，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交流，并尝试利用手中



的模型模拟此过程。

根据模型作出描述。

思考作答。

总结得出公式:

形成肽键数(脱去的水分子数)=氨基酸分子数-肽链条数。

主动参与交流表达，更深入理解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
运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1. 整合资料信息，能说出几个关键步骤。

2.方案要合乎生物学原理，合成后的牛胰岛素要验证其是否
有活性。

3. 合成多肽链时少一个氨基酸分子。

合成多肽链时，氨基酸的连接顺序出现错误。

合成多肽链时，未严格按照规定的17种氨基酸进行合成。

未严格按照其肽链折叠方式进行合成(意思对即可)。

能够深层挖掘，作出相应描述。

回答问题，了解“国际人类蛋白质组计划”的研究进展及成
就。

学生能回答出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氨基酸分
子的结合方式，蛋白质的结构层次，蛋白质结构多样性的原
因，及其与蛋白质功能多样性的关系。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寓教于乐，同时为知识点的切入提供
了良好的素材，为讲述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做铺
垫。

考虑到这里出现的“基本单位”一词，学生接受可能有些许
困难，所以采取了直接讲授的方法。

这一环节的教学属于本节的重难点，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能
力。使其主动感知知识的形成。

由于学生的化学知识有限，通过动手环节会更直观，突破学
习难点，进而加深对各学科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激发学生思维，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培养学生吃透知识的能
力。

通过强烈的数字对比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
解决问题。

在实际动手操作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利用归纳演绎的方法由易到难，逐步推测氨基酸形成蛋白质
的过程。

利用演示方法突破本节课的难点。

体验角色变换的快乐，同时考查学生对已学知识的灵活运用
程度。

强调科学发展的过程，渗透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教育。

回归主题，阐明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激发学生对科技前沿研究工作的兴趣。



通过总结使学生获得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的基本
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