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大全8篇)
高二教案是教师进行教学活动的基础，有助于教师系统化地
组织课堂教学。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个教案模板案
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一

第一节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1、在发育过程中，某些细胞各自具有了不同功能，它们在形
态、结构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叫做细胞分化。

2、组织的定义：细胞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每个细胞群
都是由形态相似，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这样的细胞群叫做组织。

3、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

上皮组织：由上皮细胞构成，具有保护、分泌等功能。

肌肉组织：由肌细胞构成，具有收缩、舒张功能。

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构成，能够产生和传导兴奋。

结缔组织：支持、连接、保护、营养等功能。

1、器官的定义：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构成
器官。例如：大脑、胃、心脏、肝、肺、肾、眼、耳等。

1、系统的定义：能够共同完成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的多个器
官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构成系统。

2、人体的八大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这八
大系统协调配合，使人体内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
行。

第二节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1、六大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1、分生组织：位于根尖的分生区就是分生组织。

2、另外几种：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

第三节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体

一、单细胞生物：身体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大多数生活在
水里，有些生活在我们身上。

二、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和生活。

以草履虫为例：如图。草履虫的结构和生活。

三、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有利的一面：1、多数浮游生物是鱼类的天然饵料。

2、草履虫对污水净化有一定作用。

有害的一面：1、人体内寄生虫危害人类健康。如：疟原虫、
痢疾内变形虫等。

2、单细胞生物大量繁殖造成赤潮，危害渔业。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二

一取二放，三安装。



四转低倍，五对光。

六上玻片，七下降。

八升镜筒，细观赏。

看完低倍，转高倍。

九退整理，后归箱。

1、如何区分目镜和物镜？目镜和物镜的长度与放大倍数有什
么关系？

【指点迷津】镜头长度与放大倍数的关系：

“目反物正”，即目镜的长度与放大倍数成反比；物镜的长
度与放大倍数成正比。

2、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如何计算？答：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就是
的乘积。

（放大倍数越大：视野越暗，视野中看到的细胞越_________，
细胞数目越________）

3、视野中，物象在左上方，你会如何移动玻片，使它的物像
移到视野正中央？

同方向移动装片（例如：物像偏左，则向左侧移动装片，会
把物像移到视野正中央）

引导并组织学生提出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集体分析帮助
解决，教师补充并加以肯定。

1、显微镜的操作要领



2、计算物像放大倍数

3、物像是倒像，放大倍数越大，看到的细胞就越大，个数就
越少，反之则反。

课前充分预习课本10分钟，用红笔勾画出重难点知识；独立
认真完成导学案，标记疑点。

对照教材图及实物，认识显微镜各部分的结构名称和作用。

尝试说出正确的操作步骤，积极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

明确应注意的问题，动手操作并注意观察。

注意规范操作步骤，默记操作要领，通过操作观察，解答问
题。

自己动手操作，及时询问老师不懂的地方。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三

自读课文，做些预设，指导学生自读，帮助整体把握课文内
容，认识说明方法。

1.把握主要内容，筛选“生物入侵者”的有效信息。

2.学习本文所运用的说明方法及作用。

3.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科学精神。

筛选获取主要信息，学习本文的说明方法及作用。

对待“生物入侵者”要不要“人为干预”。

1、板块教学法



2、学法指导：筛选、勾划中心句关键句及关键词、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法。

1课时

一、“入侵”导入，做好铺垫――我的课前在准备。

一说到入侵，我们就会想到销烟弥漫的战争，同学们应该听
过“__x”这个地名吧?(找学生说说__x，师追问：谁是入侵者?)
其实，生物界也存在着“入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第19课的学习《生物入侵者》。

二、自读课文，筛选问题――我的地盘我做主。

1、自读课文，筛选主要信息。尽量提出一个你认为有价值的
问题(学生自读，教师巡回视察阅读情况。点拨：注意抓中心
句、关键句)

要求：阅读时间大约为6分钟。

2、学生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

请同学们谈一谈读过课文后，你希望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3、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预设)――

三、合作探究、精彩研讨――我的力量有多大。

分组探究有关问题(课堂随机调控)

教师相机加入关于说明方法的引导内容。

四、拓展延伸、关注生态――我的家园我有责。

以“对‘生物入侵者’要不要人为干预”为辩题，组织一次



小型的辩论会。基本观点：

(1)人类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生物物种的迁移过程，失衡是暂时
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自然界的平衡最终会得以实现。

(2)人类必须干预“生物入侵者”，如果听任其发展，自然界
物种的多样性会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社会将会有巨大的经济
损失。

观点2所需材料备注：抓住“来自异国他乡，喧宾夺主，鸠占
鹊巢，使得本土生物纷纷凋零甚至灭绝”等特征思考。(口蹄
疫、疯牛病、禽流感、艾滋病、“松树癌症”――松材线虫
病等)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生物入侵被称为“生物界的世界大战!生态系统的癌
变!”它的危害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
《生物入侵者》这节课要结束了，但对“生物入侵”的思考
和关注永远也不会停止!让我们从小树立起“科学发展”的意
识和环保意识，关注自然，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我们的智慧
和力量!

六、布置作业。

1、请从课文中任意选择三个成语造一个句子。

2、以〈〈生物入侵要不要人为干预〉〉为题写一篇小作
文。(不少于400字)

入侵

问题



干预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四

1、知识和能力目标：积累词语，学会运用;阅读课文，整体
把握文章内容。

2、过程与方法目标：理清本文的说明顺序，分析本文运用的
说明方法，体会其表达效果。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为建设家
园，保护环境而努力。

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生物入侵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对人类造成的损失。

朗读法、质疑法、多媒体演示法等。

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教师引用一则生物入侵的消息(多媒体投放巴西龟的图片、资
料)

教师明确：这就是生物入侵啊!这是人类自己挑起的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篇课文------《生物入侵
者》，进入这一特殊的“战场”，做一番详细地考察。希望
通过此文的学习，能够提高大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二、解释题目

学生从书中勾画出揭示“生物入侵者”含义的语句。



三、阅读感知

1、教师用多媒体展示问题，学生阅读思考：

本文除了告诉我们什么叫生物入侵者外，还讲了哪些内容?

2、学生小组内交流

在自主阅读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弄清楚文章内容：

本文还讲了：生物入侵者带来的巨大危害、造成生物入侵的
原因和途径、科学界对待生物入侵者的不同态度、世界各国
对生物入侵者所采取的措施。

四、编写提纲

教师用多媒体展示结构图，要求学生在空缺处填写相关内容。

引出话题：什么是生物入侵者(第x段)

《生物入侵者》探究原因：生物入侵者形成、增多的原因、
途径(第5段)段)采取措施：各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8段)

五、写法探究

1、探究本文所用的说明顺序

(1)常见的说明顺序有哪些?本文采用了什么说明顺序?

(2)探究本文这样安排说明顺序的.好处。

(运用逻辑顺序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并且使文章结构严谨、
层次分明)

2、探究学习本文所用的说明方法



(1)常见的说明方法有哪些?请找出文中用有说明方法的相关
语句

(将学生分成三大组，每一组找一种与说明方法相关的语句，
看哪一组找得又快又好)

(2)本文所用这些说明方法有什么好处?

(学生讨论后，老师板书：列数字---使读者获得对说明对象
的准确了解;举例子---有力支撑观点，增加文章的可信度;打
比方---使说明对象更加形象可感。)

六、延伸拓展

先多媒体展示课文中介绍到的生物入侵者的图片，然后提问：

你知道的生物入侵者还有哪些?(学生再各抒己见，教师最后
展示自己搜集的我国的生物入侵者资料---水葫芦、薇甘菊、
松材线虫及关于生物入侵的统计资料)

七、课堂小结

1、学生小结本堂所得;

2、老师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总结全文：

这是一篇关于生态问题的事理说明文，很好地培养了我们的
社会责任感。文章先从解释“生物入侵者”这个概念入手，
接着摆出现象，介绍了生物入侵者的危害;又探究原因，分析
生物入侵的原因和途径;再揭示人们的态度;最后讨论对策。
基本上是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展开
的。本文运用了举例子、列数字、打比方等说明方法，为我
们写作说明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八、布置作业



1、课外了解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理论;

2、请以“水”、“野生动物”、“森林”、“土地”为对象
各拟一则环保话题的公益广告词，每则不超过15个字。

作业示例：

1、地球的皮肤，请温柔地呵护。

2、保护水资源，生命真永远。

3、今天不节水，明天无泪流。

4、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见到今天的动物。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五

第一章生物圈中有哪些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共分四大类群：藻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

第一节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

1、结构：有单细胞的，也有多细胞的。没有根、茎、叶的分
化。这种结构是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

2、生活环境：大都生活在水中，少数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湿处。

3、常见的藻类植物：衣藻(单细胞)、水绵(多细胞)、鹿角菜、
马尾藻、石莼、紫菜、海带、裙带菜、石花菜等。

4、作用：做鱼类饵料、可供食用、可供药用等。

1、结构：一般具有茎和叶。茎中没有导管，叶中没有叶脉，
根非常简单，称为假根。所以植株一般都很矮小。没有输导



组织。

2、生活环境：大多生活在潮湿的陆地环境中。

3、作用：监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

1、结构：根、茎、叶中都有运输物质的管道，具有专门的输
导组织。植株比苔藓植物高大。

2、生活环境：野生的蕨类植物生活在森林和山野的潮湿环境
中。

3、繁殖：苔藓、蕨类靠孢子繁殖后代。不结种子。

4、常见的蕨类植物：肾蕨、江南星蕨、卷柏、贯众、胎生狗
脊、满江红等。

5、作用：卷柏、贯众等可供药用。满江红是一种优良的绿肥
和饲料。煤的形成。

第二节种子植物

菜豆种子的结构：

玉米种子的结构：

菜豆和玉米种子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不同点

菜豆种子有种皮和胚子叶两片、没有胚乳

玉米种子有种皮和胚子叶一片，有胚乳

归纳：1、种皮的作用：保护种子内部结构。



2、胚包括胚芽、胚轴、胚根和子叶。胚发育成新植株。

3、子叶或胚乳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所以种子生命力比孢子
强得多，寿命长。

4、能产生种子是种子植物更能适应陆地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5、淀粉遇碘变成蓝色，胚乳遇碘变蓝，说明胚乳里含有淀粉。

1、定义：种子是裸露的植物叫种子植物。松球果不是果实。

2、常见的裸子植物：油松、雪松、云杉、银杏、苏铁、侧柏
等。

1、定义：种子外面有果皮，种子被包在果实之中的植物叫被
子植物。

2、果实的结构：果实由果皮和种子组成。

3、常见的被子植物：刺槐、毛白杨、槟榔、玉米、小麦、水
稻、牡丹、菊、玫瑰等

4、果实保护种子。果实有一些适于传播的特点。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六

1、说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隶属于课程标准确立的“人与生物
圈”课程主线中的主题之一“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中的二
级主题，与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共同组成绿色植物三大生理
作用，教材在编排上将其安排在两者之前，既充分考虑了学
生主体的认知规律，也科学考量了三者的辩证关系。本节课
的学习既可以使学生对前一节绿色植物的主要类群适应不同



的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可以为后面光合作用以及绿色植
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的学习奠定基础。因此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在全章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2、说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描述植物的蒸腾现象，举例说出气孔的数目和分布与蒸
腾作用的关系。

(2)、尝试用徒手切片的方法制作临时装片，观察叶片的各部
分结构。进一步学会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能力目标

(1)、通过制作临时徒手切片和使用显微镜观察临时切片标本，
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合作学
习能力。

(2)、通过对蒸腾作用知识的拓展迁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认同绿色植物进行蒸腾作用的意义。初步形成保护森林
的意识。

(2)、培养敢于实践、乐于探究的生物科学素养;树立生物体
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3、说重点与难点

重点：练习制作徒手临时切片，观察叶片的结构，理解蒸腾
作用的意义。



难点：练习制作徒手临时切片，观察叶片的结构。

4、说学情

七年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充满好奇，乐于动手，对
制作临时装片及显微镜操作有一定的了解。

5、说教学准备

教师：实验用具、材料及医用消毒棉，酒精和纱布，课件等。

学生：兴趣小组准备关于观察植物的蒸腾现象的实验资料。

二、说教法：

1、直观教学法：利用直观教学手段，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实
现知识的升华和内化。

2、引导发现法：引导学生层层深入发现未知，并在“动脑、
动手、动口”状态中提高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

3、体验互动法：在师生、生生互动中，实现学生认知过程与
情感体验过程的有机结合。

三、说学法：

1、自主探究法：通过观察蒸腾现象实验以及观察叶片的结构
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的一

般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合作学习法：通过观察叶片的结构实验，分析影响蒸腾作
用的因素，提高交流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四：说教学流程：



本节课，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有意注意，优化
教学秩序，我是这样导入的：

1、创设情境，激疑导入

此时，学生形成了认知冲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趁此导入
课题。(板书课题名称)继而进入第2个教学环节：

2、观察思考，深化认知

活动一：观察植物的蒸腾现象

(由于植物的蒸腾现象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提前一天要求兴
趣小组同学做好实验，课堂上呈现实验各装置初始状态图片)

此时兴趣小组展示图片，阐述设计思路：选取三支粗细相近
的枝条，甲去掉全部叶片，乙去掉部分叶片，丙不做处理。
分别插入三支锥形瓶内，并用塑料袋罩住露出管外的部分，
扎紧袋口。在三支锥形瓶内分别加入等量的水，液面上加适
量的食用油防止水分的蒸发并做上标记，置于阳光下一段时
间。引导学生指出对照实验，明确单一变量。

然后兴趣小组呈现实验装置，通过观察、对比启发引导学生
思考相关问题：

(1)、塑料袋的内壁有什么物质生成?

(2)、塑料袋内壁上的水珠是从哪里来的?

(3)、塑料袋内壁上的水珠是以什么状态出来的?

(4)、比较各塑料袋内水珠的多少，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5)、对该实验你还可以怎样设计?



在观察、思考的过程中归纳出蒸腾作用的概念，理解叶是蒸
腾作用的主要器官，并能通过对照实验认识到叶片多少影响
蒸腾作用效率,为学生理解移栽植物时去掉部分枝叶的做法做
知识铺垫。接着提出问题：叶为什么可以进行蒸腾作用呢?当
然这与叶的结构有关，自然展开第3个教学环节：

3、自主探究，互动交流

具体操作分两步：

第一步，制作临时徒手切片，让学生按照“五个环节”展开：
(1)明确目的要求(2)清点材料用具(3)阅读实验步骤(4)讲解
操作要领，强调安全问题(5)做好分工，开展实验。

第二步，观察制好的临时切片，请同学们遵循“四个动作”
进行:(1)、看看(显微镜下观察叶片结构)(2)、画画(简单绘
制叶片基本结构)(3)、比比(将绘制图与课本叶片结构模式图
比对，强化认知)(4)、赛赛(组内抢答各部分结构名称)教师
巡视并指导。

在学生对叶片的基本结构有了感性认识之后，教师结合生活
实例提出新的问题“为什么叶的正面绿色深些而背面浅
些?”“秋天的落叶为什么大多是叶面向下而叶背朝上?”引
导学生加深认识叶片的结构，完成重点知识的学习，为下一
节光合作用的学习奠定基础。然后，利用课件“叶横切面的
结构示意图”，引导学生对叶片基本结构进行总结概述。(板
书：叶片的基本结构)

在学生了解了叶片的基本结构后引导学生继续深入思考，水
分到底是从叶片中的什么结构中散失的呢?继而展开第三个活
动：

2



活动三：观察表皮临时装片

为使学生能形象的了解气孔的位置和分布，指导一名学生进
行形象演示：

将课前刚摘下的冬青叶一片用镊子夹住浸在盛有70℃以上热
水的烧杯中。片刻后学生很容易观察到叶片表面产生气泡。
据此使学生明确气泡是从气孔中冒出的，气泡的位置就是气
孔的位置;并且引导学生观察比较正面和背面气泡数目?并迁
移学生的认知：分析气孔的数目、分布特点与蒸腾作用的关
系，初步树立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物学观点。

气孔是什么样子的呢?组织学生制作蚕豆叶表皮临时装片，甲、
乙两组分别制作上、下表皮临时装片，引导学生重点观察保
卫细胞和气孔,然后相邻甲乙组互换观察。学生能够观察到气
孔是由一对半月形的保卫细胞围成的空腔，引导学生明确气
孔不但是蒸腾失水的门户，也是气体交换的窗口。并借此引
导学生比较保卫细胞和表皮细胞的形态及排列特点。(板书：
比较表皮细胞、保卫细胞)

对于影响蒸腾作用强弱的因素这部分教学，展示在“春天阳
光下、夏天阳光下、阴天潮湿环境、电吹风吹叶片”四种情
况下蒸腾作用强弱的课件，让学生理解蒸腾作用强弱受四种
因素的影响：光照强度、环境温度、空气湿度以及空气流动
状况;并通过课后思考与练习中“某一植物在一天当中某些时
段的失水量”加深认知理解。

接下来回归到开始导入的问题：植物体内99%的水分用于蒸腾
作用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呢?随即引入第4个环节：

4、体验感悟，讨论交流

活动四：体验感悟蒸腾作用的意义



体验：用吸管喝水。让学生体会到蒸腾作用能使植物体内产
生一种使水分向上运输的拉力，从而促进根吸收水分，促进
水分和无机盐的运输。

感悟：用热棉球擦皮肤。让学生感悟出蒸腾作用能降低叶表
面的温度。

讨论交流:结合学生的体验和感悟及蒸腾作用示意图，在理解
蒸腾作用的意义基础上，讨论交流如下问题：

(1)、“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为什么植物体
内水却是往高处流的?

(2)、为什么在炎热的夏季，树叶不会被灼伤?

接着引述问题“夏季移栽植物时，应采取哪些措施有利于植
物成活?”来拓展学生思维，唤其环保意识，诱其环保行为即
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

5、拓展思维,环境教育

最后对全体学生的基础知识进行检测及对部分学生的综合技
能进行考核，达到因材因情施教目标，引导学生进行第6个教
学环节：

6、梳理内化，达标升华

让学生结合板书对本节内容梳理、归纳以求内化，并通过导
学案进行达标训练，以求升化。

当堂达标(我能行)：(略)

七年级上册生物学教案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七

第一节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一、细胞分化形成组织。

1、在发育过程中，某些细胞各自具有了不同功能，它们在形
态、结构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叫做细胞分化。

2、组织的定义：细胞分化产生了不同的细胞群，每个细胞群
都是由形态相似，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形成的，
这样的细胞群叫做组织。

3、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

上皮组织：由上皮细胞构成，具有保护、分泌等功能。

肌肉组织：由肌细胞构成，具有收缩、舒张功能。

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构成，能够产生和传导兴奋。

结缔组织：支持、连接、保护、营养等功能。

二、组织进一步形成器官。

1、器官的定义：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构成
器官。例如：大脑、胃、心脏、肝、肺、肾、眼、耳等。

三、器官构成系统和人体

1、系统的定义：能够共同完成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的多个器
官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构成系统。

2、人体的八大系统：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
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这八



大系统协调配合，使人体内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能够正常进
行。

第二节植物体的结构层次

一、植物体是由受精卵经过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组织、器
官，最终形成植物体。

二、绿色开花植物的六大器官。

1、六大器官：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三、植物的几种主要组织。

1、分生组织：位于根尖的分生区就是分生组织。

2、另外几种：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

第三节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体

一、单细胞生物：身体只有一个细胞的生物。大多数生活在
水里，有些生活在我们身上。

二、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和生活。

以草履虫为例：如图。草履虫的结构和生活。

三、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有利的一面：1、多数浮游生物是鱼类的天然饵料。

2、草履虫对污水净化有一定作用。

有害的一面：1、人体内寄生虫危害人类健康。如：疟原虫、
痢疾内变形虫等。



2、单细胞生物大量繁殖造成赤潮，危害渔业。

生物学七年级教案人教版篇八

一、光合作用产生氧气。

二、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作为原料。

光合作用的原料是二氧化碳和水。

三、光合作用与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光合作用产生氧气，超过了自身呼吸作用对氧的需要，其余
的氧都以气体的形式排到了大气中;绿色植物还通过光合作用，
不断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样就维持了生物圈中二氧化
碳和氧气的相对平衡，简称碳——氧平衡。

四、光合作用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合理密植，充分利用光进行光合作用。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的
产量。净化空气。

第六章爱护植被，绿化祖国

1、植被的定义：一个地区生长的所有植物叫做这个地区的植
被。

2、我国主要的植被类型：草原、荒漠、热带雨林、常绿阔叶
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

1、人均森林面积少。

2、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

3、过度放牧使许多草场退化、沙化。我国是土地沙漠化比较



严重的国家之一。

2、每年3月12日定为全国的“植树节”。

3、绿化祖国，从我做起。

单元小结

1、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包括藻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四
大类群。

2、被子植物的生命周期包括种子的萌发、植株的生长发育、
开花、结果、衰老和死亡。

3、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水和无机盐都是由根吸
收的，通过导管运送到各个器官。

4、绿色植物通过吸收水分和蒸腾作用影响生物圈的水循环。

5、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储存能量。生物通过
呼吸作用分解有机物，使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用于各
种生命活动。

6、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这有助
于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