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 基
因控制生物性状教学反思(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篇一

本节的教学目标是：

1、举例说出什么是生物的性状及亲子代间在性状上的延续现
像；

2、举例说明什么是相对性状；

3、通过分析资料得出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从整个课堂教学
过程来看基本完成了教学目标，课堂结构安排合理，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现从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反思：

一、课前准备及教学设计

课前准备较充分，教学设计合理突出本节重点、选用的教学
方法恰当。

二、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从各班学生自身出发：课前准备了班里四名同学父母照片，
课上让其他学生辨别出是谁的家庭并阐明理由。学生对本班
同学的家庭照都很感兴趣，这个课堂活动一下抓住了学生的



兴趣并且很自然引入到“第二章生物的遗传和变异”。这是
本节教学成功的一个环节。

三、教学过程

1、生物的性状：

让学生观察常见的“茄子”实物，并让学生自己说出为什么
看见它就知道它是茄子（颜色），从而引出什么是生物的性
状。但由于当时有点紧张，没有使这个“实物”充分发挥它
引导学生认识生物性状这一目的，应该在提到：茄子果实的
形状，花萼的`形态等。在这个环节让学生自己举例子较少。

2、相对性状：

让学生观察实物“茄子”果实形状的两种表现：圆形和长条
形，引出“相对性状”的概念，同时师再举一些例子。安排
了学生反馈练习以巩固概念要点：同种、同一性状、不同表
现。还是应再让学生自己说出一些互为相对性状的例子教学
效果会更好。

3、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学生通过阅读小组讨论课本p26—27的资料：转基因鼠的启示，
基本能抓住其中的要点：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这一环节基
本可以。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篇二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举例说出生物的性状，以及亲子代间在性状上的延续现象。



举例说出不同种性状和相对性状之间的区别。

举例说出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

2、过程与方法：

以观察分析图片资料、文字资料及实验资料为主线让学生自
己归纳得出什么是性状、相对性状，并得出基因控制性状的
结论。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关注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

教学重点和难点：

性状、相对性状的概念。基因控制性状。

教学准备：

（1）准备同学熟悉的性状、相对性状的图片资料，做成ppt
文件。

（2）和学生内容顺序一样的性状调查表。转基因鼠实验过程
的投影片。

（3）转基因作物、动物、食品等资料。

--图示：

学习内容

教师活动与意图

学生活动情景引入



1、展示一些图片，让学生感受自然界中的遗传和变异现象。

揭示遗传和变异的概念。

引出课题。

2、你在哪些地方上像父母？哪些地方与你父母不同？(板书)

学生观察，感受遗传和变异现象。

回忆、对比自己与父母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观察与
思考

1、刚才同学们提到的双眼皮、肤色、脸型等，在生物学上被
称为性状。

引出子课题《生物的性状》。

2、概括出性状的概念。性状应该包括

哪些方面？

思考黑板上列出的性状，进行归纳，得出性状的概念。调查
与比较

1、人有哪些性状？你在这些性状上的表现如何？

启发学生观察同一性状在不同的个体身上的差异。

2、得出相对性状的概念。

这种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类型叫相对性状。

3、出示几组相对性状的练习题，以检查学生对概念的理解。



学生对照表格调查自己和同伴的.性状。感受性状在不同人之
间的不同表现，概括出相对性状的概念。

学生完成练习，巩固对相对性状的理解。探究与应用

1、出示探究题：

父母的性状为什么会在孩子身上出现呢？是父母把眼睛鼻子
这样具体的性状传给孩子了吗？请你作出猜测。

你的猜测是否正确？请你找出证据证明你的猜测。

2、出示转基因鼠实验过程的投影片，逐一讲清楚实验的过程
及出现的结果，让学生分析。

引导学生认识到超级鼠个体大这种性状，是由大鼠生长激素
基因作用的结果。

3、让学生用具体例子说明父母是怎样把性状传给孩子的。

学生思考问题，并作出猜测。

学生带着疑问观看，并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质疑、
提出问题。

通过讨论得出结论。用具体例子来回答父母是怎样把性状传
给孩子的拓展延伸

简介转基因技术，引导学生分析转基因生物和其产品对人类
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利与弊）

说出自己所知道的转基因食品和生物。阐述自己对转基因的
看法。小结简单小结本课学习内容：两个概念：性状、相对
性状。基因控制性状。回顾说出本节课的主要内容。自主探
究出示自主探究题，韭菜与韭黄。引导学生讨论问题，作出



猜测，设计实验方案，课后实施计划。

思考问题，设计实验方案，课后进行实验。点评：用调查表
的形式引出8大性状的比较，非常自然、贴切。语言表述清晰、
流利，语速适中，教态大方，深入浅出，教学内容虽为8年级
下册内容，但在教师循循善诱的启发下，学生能很快地掌握
这部分知识，充分反应教师的基本扎实，教法使用恰当，教
学效果显著。不足之处是在个别地方，语言表达尚欠科学性。
在使用多媒体时，文字也过多，选择的案例还需研究。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篇三

本课内容将基因与性状联系起来，这是生命科学新教材新增
加的内容。而基因与性状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对八年级学
生来说有难度。虽然是第二章第3节的内容，但是内容本身和
前面所学知识联系不大。

基因方面的知识是热门话题，学生多多少少有所耳闻，由于
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好奇心，成长
的历程中也会对自己身体上与父母相同不相同的生理特征产
生一定的`探究欲望，从这点来讲，本课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吸
引力的。考虑到学生之前并未系统学习过基因等知识，因此
这节课以基因为线索深入浅出的介绍基因与性状的关系。首
先通过观察各种生物及自身的某些性状概括出什么是性状，
性状包括哪几部分。然后通过转基因超级鼠资料分析的讨论，
获得基因控制性状的结论。

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基因和性状的关系，课前我认真阅读、
钻研教材，精心设计练习题，希望用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弄
明白二者的关系。但在八三班上完课后，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课后调查，班上有一半的学生稀里糊涂，不知云里雾里。课
后我进行了反思：这节课对我来讲，内容非常少，一个观察
与思考，一个资料分析也就结束了，但是我忘记了一点：学
生毕竟是学生，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基因、性状的学习，这



部分内容对他们来讲非常的抽象、难懂，所以在我引导学生
思考、讨论完所有的内容后，集中做练习，效果就不太好。
找出毛病后，下节我在四班上课时，把方案进行了调整：在
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与思考部分的内容后，同样也让学生列举
了性状与相对性状的例子，随后，马上让学生进行这部分的
反馈练习。后面的资料分析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效果非
常不错，课后的调查也非常令人满意。

通过这节课的对比课，我认识到：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
好教材，更要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站在学生的角度备好学
生，备好教法，才能够真正地利用好课堂每一分钟。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篇四

本节的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学生可以通过观察自
己与父母的性状特征来理解遗传与变异的概念。

还可以通过观察身边的同学、动物、植物等来理解性状的概
念，进而学生又会思考控制生物性状的物质是什么，然后得
出结论——基因控制生物性状。

整个教学过程就在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中进行的，使学生在发现
问题中学习到知识。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以引导为主，给学生较多的时间去思考问
题；在实验分析时，教师应发挥讲解法的优势，给学生详细
的讲解实验，使学生在理解了实验的前提下再去发现问题。

教学反思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生长篇五

1、认识遗传与变异现象，理解区分什么是遗传，什么是变异。

2、观察生物的特征说出生物的性状以及相对性状。



3、理解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

4、关注转基因技术。

重点难点与易混点

1、重点：性状与相对性状;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2、难点：基因控制生物性状

3、易混点：性状与相对性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学生：相互讨论并回答问题

教师：象同学们看到的那样，孩子有些地方像爸爸，有些地
方不像。引导学生总结得出遗传和变异的概念。

学生：生物学上把这种亲子间的相似性称为遗传，亲子间和
子代个体之间的差异叫做变异。

二、生物的性状

教师：发砂糖橘和桔子，引导学生观察砂糖橘和桔子的特征，
找区别。

学生：大小不同，颜色不同，味道不同…

学生：观察自己或同学，小组讨论

是否有耳垂?



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能否把舌由两侧向中央卷曲?

能否使拇指向背侧弯曲?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这些性状进行调查，并展示本组的
调查结果。

组长总结调查结果。

教师：教师引导学生，让他们自己归纳出来，可以多个同学
补充。

学生：小组讨论，结合调查和课本归纳出相关概念：

任何生物体都有许许多多的性状，生物的形态结构特征、生
理特性或行为方式等都是生物的性状。

学生：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

学生：认真观察，找出这些生物的区别。

教师：像这样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形式被称为相对性状。

遗传学家把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形式称为相对性
状(relativecharacter)。如人的单双眼皮、家兔毛的白色和黑
色。

教师：提问学生：父母的性状是怎么传给子女的?

学生：小组讨论并归纳出“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环境也会
影响生物的性状”。

三、基因控制性状------揭开转基因鼠的奥秘



学生：学生作出各种猜测。

教师：教师可以先不评价学生的猜想，引导大家看投影
片“转基因鼠的实验过程”：这是一种世世代代都是小体型
的鼠，人们在对它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之后，看看它的后代
有什么变化。在雌雄小鼠交配后，从雌鼠输卵管中取出核尚
未融合的受精卵;将事先备好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吸入显微注
射器中，在显微镜下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注入小鼠核尚未
融合的受精卵内的卵细胞核或**核中，注射之后，受精卵中
融合的细胞核中就携带着转入的基因;将已经导入了大鼠生长
激素基因的受精卵，注入小鼠的输卵管中去。这样小鼠的输
卵管中就有了两种受精卵，一种是导入了大鼠生长激素基因
的受精卵，另一种是输卵管中原有的未转基因的受精卵。结
果，转基因把小鼠变成了大鼠，转基因超级鼠比与它同胎所
生的小鼠生长速度快2-3倍，体积大一倍。

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课本“转基因鼠的启示”。

教师：这个研究中被研究的性状是什么?

学生：鼠的体重(或大小)

教师：后代中只有转基因鼠的体量变大了，说明了什么?控制
这个性状的基因是什么基因?

学生：大鼠生长激素基因。说明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

教师：很好。由此推论，在生物传种接代的过程中，传下去
的是性状还是控制性状的基因?

学生：是基因。

四、拓展----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教师：把一种生物的某个基因，用生物技术的方法转入到另
一种生物基因组中，培育出的转基因生物，就有可能表现出
转入基因所控制的性状。目前，已有转基因作物、转基因动
物、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药品等。

展示：转基因物品的图片。

学生：观察图片，提出问题。

学生：小组讨论

教师与学生：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一起讨论分析转基因引起的
社会争议，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以便对转基
因问题有个深刻的认识。

教师：课外阅读指导：浏览相关的书籍和网页。

五、课堂收获：

教师：出示必答题，提问学生，评价。

六、课堂小结：

七、课外延伸：

思考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新科技不断发展，需要
大家不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