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 种子植
物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篇一

本实验观察玉米种子是难点：

一、种皮与胚乳剥离难度大，不利观察。

二、由于玉米种子胚小，加上子叶与胚芽和胚根的包卷式结
构，学生观察时，只能了解胚乳的功能及其所占比例大小，
很难弄清胚芽、胚根、胚轴及子叶在哪个部位。

改进措施：用煮熟的`玉米种子代替新鲜的玉米种子，就很容
易将果皮和种皮与胚乳完整分离利于观察。当果皮和种皮剥
掉后，胚就自动地从胚乳完整分离出来，既可以观察胚的外
形又能了解其和胚乳的关系。通过改进，学生能比较清晰的
观察的玉米种子的完整形态，对胚的感性认识更深刻。

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篇二

本节课的重点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学习过程、探究过程的.
体验，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把课堂变静为动,体现了
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师生、生生讨论，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
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理念，立足点是使学
生由“学会”到“会学”。

1、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作用。



在引入新课时，我播放种子植物的一段视频，悦耳的音乐、
美丽的画面、优美动听的解说，学生犹如亲临其境，一方面
给学生以美的享受，另一方面有可以把学生分散的心一下子
集中到课堂来。

在讲两种种子的结构示意图和异同点的比较时，我通过多媒
体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演示等手段都能予以解决，多
媒体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
质量。

2、学生自主探究，体验探究学习的快乐。

让学生自己解剖生活中熟悉的蚕豆（花生）和玉米种子，学
生有真实的体验，从实验观察的基本步骤，种子的切法，到
观察种子的结构等都由学生自己去讨论，交流和实践，然后
从中获得知识，成功的获得了经验，失败的找到原因，不管
正确还是错误，学生都感受到了自己动手，自己探讨的乐趣，
这样学到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

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篇三

1、导学案给了学生学习的抓手。导学案中的学习目标引导学
生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通过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小组要
做什么，自己能做的就做了。

2、设置、实施多种不同的展示交流形式，促动绝大多数同学
参与课堂，学生之间互相交流、质疑、纠正中，正确答案形
成了。

3、教学技术的选择上。课间按排每一小组各派一人在黑板绘
出黄豆种子剖面图，实际上每个小组都已有多数人参与，对
要学习的那么多生物新词汇有所了解，既用足了教室内的课
程资源又给学生提供了发展了个性特长的机会，为提高课堂



实效设了伏笔。运用课件很直观说明了裸子植物种子无果皮
包被。

4、教学目标体现在导学案上确定具体，表述明了，便于学生
操作。

5、教学方法开放、有启发性，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交往渠
道畅通。

1、课堂学生展示规则中对发言的要求，要阶段性改进。

2、练习设计要有趣味性，打入导学案中。

3、学生适应这种上课形式后，教师的重复语言、指令性语言
要减少。

4、设置有梯度的问题还不够。

5、学生之间的.质疑、互辨还有带于建构。

6、新课堂中教学机智还要完善。

1、现在倾向于动作型学习的学生居多，都愿意下地展示。本
来教师要求2人，有的小组下地4--5人，显得课堂乱。

2、怎样的导学案是最合乎学生需要的。

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篇四

1、导学案给了学生学习的抓手。导学案中的学习目标引导学
生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上，通过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小组要
做什么，自己能做的就做了。

2、设置、实施多种不同的展示交流形式，促动绝大多数同学



参与课堂，学生之间互相交流、质疑、纠正中，正确答案形
成了。

3、教学技术的选择上。课间按排每一小组各派一人在黑板绘
出黄豆种子剖面图，实际上每个小组都已有多数人参与，对
要学习的那么多生物新词汇有所了解，既用足了教室内的课
程资源又给学生提供了发展了个性特长的机会，为提高课堂
实效设了伏笔。运用课件很直观说明了裸子植物种子无果皮
包被。

4、教学目标体现在导学案上确定具体，表述明了，便于学生
操作。

5、教学方法开放、有启发性，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交往渠
道畅通。

1、课堂学生展示规则中对发言的要求，要阶段性改进。

2、练习设计要有趣味性，打入导学案中。

3、学生适应这种上课形式后，教师的重复语言、指令性语言
要减少。

4、设置有梯度的问题还不够。

5、学生之间的质疑、互辨还有带于建构。

6、新课堂中教学机智还要完善。

2、怎样的导学案是最合乎学生需要的。

种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区别篇五

知识目标



1、通过了解裸子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等特点，进而了
解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了解裸子植物的经济意义。

能力目标

引导学生对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花、果实的比较，从而归
纳出裸子植物主要特征，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
综合等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情感目标

1、通过裸子植物的形态结构、生殖与生活习性相适应的特点，
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2、通过对裸子植物经济意义的了解，使学生进一步树立生物
科学价值观，并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教学建议

一、本节知识结构

二、教材分析

本节中松树的形态结构、生殖、生活习性的特点及裸子植物
的主要特征等内容为本节的重点。通过学习松树的形态结构、
生殖和生活习性的特点，有助于使学生了解裸子植物的主要
特征。这部分知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裸子植物适于
陆地生活，进而认识到裸子植物在进化上所处的位置。

本节课要观察的内容较多，要让学生观察球果，并与绿色开
花植物的果实进行对比；还要观察松的根、茎、叶等形态特
征，要组织学生观察好这些内容也就成为了本节组织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学生很容易把松树的雌、雄球花和球果分别看



作是绿色开花植物的花和果实，而且学生平时对松树的生殖
过程了解很少，这样对了解两类植物的区别、裸子植物的主
要特征增加了困难。

松的生殖过程比较复杂，其受精过程与绿色开花植物不同，
学生对松从传粉到受精，从雌球花经过受精后发育形成球果
都会感到难以理解，加之整个生殖过程比较长又不易观察到，
所以这一部分的内容只作为选学内容，不必让学生了解的过
于详细。

三、教法建议

1、教师准备一些常见种子植物的实物，裸子植物要带有球果，
被子植物最好有果实。组织学生观察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
特征，即它们都是用种子繁殖后代，这样它们都隶属于种子
植物。然后找出它们最突出的区别，即裸子植物的种子是裸
露的，而被子植物的种子有果皮包被，由此引入到裸子植物
和被子植物的学习。

2、关于常见的裸子植物的观察，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形态特点
和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特征上。要组织学生思考为什么裸子植
物大多数能够生活在干旱的环境中，植物体上有哪些结构适
应干旱环境。关于裸子植物的生殖过程以及裸露的种子，教
师要通过实物、示意图或挂图等进行说明。

3、关于我国是"裸子植物的故乡"，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好材料。教师可以根据当地条件，组织学生了解当地裸子植
物的种类，并收集我国特有的裸子植物的标本或图片资料，
举办专题科学壁报。

教学设计方案

重点：



1、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2、松的形态结构对干旱陆生环境的适应。

难点：松的形态结构与干旱陆生环境的适应。

设计思想：

学生对于裸子植物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可以由
此入手，分析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由于上一节学习了被子
植物，所以也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对于裸子植
物对自然界的意义的这方面内容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有
关的资料。

手段：以学生观察、讨论为主的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本课题参考课时为1课时)

一、导入：

1、出示松子和杏仁，提出问题：带硬壳的松子是松树的什么
器官？杏仁又是什么器官？

3、组织学生汇报观察结果，并总结：

（1）松的雌球果并不是松的果实。

（2）杏的种子长在果实内，种子是不裸露的，属于被子植物。
松的种子长在雌球果上，种子是裸露在外的。这一类种子植
物称为裸子植物。

二、讲授新课：

（一）松的生活环境：



组织学生根据自己平时在自然界，在电影电视中所见到的松
树的情况，说出松树的生活环境，使学生了解松树不仅广泛
生活在陆地上，而且还能生活在干旱和土壤贫瘠的地方，甚
至是岩石的缝隙中。

（二）松的形态结构：

1、出示有关松的图片，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松的根、茎、叶等
结构的形态特征，分析松为什么能适应干旱的陆生环境。

2、组织学生讨论、汇报

3、总结、补充：松树的根系十分发达；茎杆高大、粗壮；叶
呈针状。

4、出示录像或挂图：简单介绍松的生殖过程。

注意：由于学生没有较多有关传粉、受精等概念，所以介绍
的内容一定要很简单。

重点强调一点：受精后第二年，才形成种子，且种子是裸露
的，带有翅。

（三）其他裸子植物和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1、出示录像：介绍我国的裸子植物。

2、组织学生观看录像，并总结裸子植物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3、对学生的回答给予纠正和补充。

（四）裸子植物对自然界的意义和经济意义：

1、请学生根据生活经验分析裸子植物对自然界的意义以及在
生活中的应用。



2、出示有关介绍裸子植物经济意义的录像。

3、总结、补充。

三、作业：

请学生列表总结被子植物与裸子植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板书设计：

第二节裸子植物

一、松的形态结构和生活习性特点：

1、生长环境：干旱的陆地

2、形态结构：高大乔木，根系发达，叶针状，种子有翅

二、其他的裸子植物：

杉、侧柏、银杏等

三、裸子植物的主要特征；

1、根、茎、叶都很发达。

2、种子是裸露的，没有果皮包被

四、裸子植物对自然界的意义及其经济意义：

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绿化环境、净化空气、

减轻噪声、提供木材、医用等

探究活动



校园植物的调查

实验目的：

调查、识别校园内树木和花卉的种类，并向学校有关领导提
出绿化、美化校园的合理建议。

实验类型：学生课外实验

材料用品：

枝剪、小铲、小刀、放大镜、标本夹、吸水纸、容器（如采
集箱、瓶、塑料袋）、标签、笔记本、米尺。

实验准备：先把校园划成若干块，每块选举一位同学做调查
组长，准备好必要的工具。

方法步骤：

1、采集。根据先乔木，次灌木，再草本，最后是地被植物层
的次序采集植物。

（2）连根挖起草本植物（最好带有花和果实），拍去泥土，
挂上标签，放入采集箱。如草本植物已成片，要测量其面积。

此类采集工作记录时，遍地可见的记录为“极多”，50%以上为
“很多”，25%以上为“较多”，5~25%为“常见”，1~5%
为“较少”，1%以下为“极少”，个别出现并难以计数的
为“偶见”，很难发现的为“罕见”。

2、分类。迅速压制、认真整理和鉴定采集到的标本。可根据
植物的茎、叶、花的形态特征（必要时可挖根）识别植物，
再根据植物体的其它特征如颜色、气味、毛、刺、液体、腺
点等，在教师的帮助下，先分出大的门类，然后再分科，根
据科内特征，查科属检索表鉴定科名。详细记录原始材料。



给所有植物挂上学名表，然后再填好下面调查结果表。

种名

科名

生长地点

生长环境

株数或多度

备注

把所有植物分类统计汇总，并向学校领导提出你认为正确的
建议。

举例：

类别

科名

种名

生长地点

株数或多度

备注

裸子植物

苏铁科



铁树

暖房

4

柏科

柏科

校园南侧

5

罗汉松科

罗汉松

教学楼旁

3

松科

雪松

楼前草坪

2

被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金缕梅科



枫香

体操房旁

2

杨柳科

柳树

小河边

10

樟科

樟树

走廊道旁

8

榆科

白榆

后操杨

25

菊科

蒲公英

1号楼路边



常见

单子叶植物

禾本科

狗尾草

草地

极多

禾本科

马唐

草地

较多

石蒜科

葱兰

金鱼池周围

较多

百合科

沿阶草

2号楼边

较少



人们主要根据花、果实和种子分类，因此必须剪取带花或果
实的枝条。调查时挂好标签，以避免遗忘。测量植物覆盖面
积为的是统计植物的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