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精选8篇)
一份好的教案应该具备明确的教学目标，合理的教学步骤和
方法，以及有效的评价手段。下面是一些优秀的教案样例，
这些教案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对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很
好的参考。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概述鸟类、
节肢动物主要特征；

2.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探究活动和对昆虫
翅的“观察与思考”；

3.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重点和难点：

“鸟适于飞行的特点”探究活动的设计及实施

课前准备：

教师：各种鸟类在空中飞行的图片、录像片；蝗虫的图片；

学生：搜集描写鸟类的诗句；观察、调查当地常见鸟类并做
记录；

课时分配：两课时

教学过程设计



师：在录像中，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生：我看到鸟类在蓝天上飞翔……；昆虫在花丛和树林间飞
舞……；我听到了鸟的叫声……

师：鸟类能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为什么呢？

生：鸟类有翅膀，是飞翔器官。

师：如果给人安上两个翅膀，人能象鸟类一样在空中自由自
在的飞翔吗？

生：不能，不要解决许多问题。

师：下面请各小组参照课本制定“探究鸟飞行的特点”的探
究计划。

生：分组讨论制定探究计划并互相交流补充完善。

师：请同学们根据家鸽的标本观察来完成自己的探究计划。

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观察并做好记录。

体表（被覆羽毛、裸露）。体形呈（细长形、流线形）。家
鸽的躯干呈xx形。家鸽的前肢变为xx，生有几排大型xx，是器
官。后肢有趾，趾向前，趾向后。尾部生有大型，飞翔中起
作用。

师：你们观察鸟的体形是怎样的？你们能联想到些什么呢？

生：鸟的体形呈流线型，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师：鸟类的体表被覆着什么？有何意义？

生：被覆羽毛，有保温的、有与飞行有关的。如果没有羽毛，



鸟类会飞不起来的。

生：羽片平整、羽轴很明显的正羽是与飞行有关的羽毛，它
们在排列在翅和尾部上，是彼此重叠的，展开时呈扇形，这
样就增加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便于扇动空气而飞行。

教学设计：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鸟

1、认识各种鸟类及与环境适应的特点

2、探究：

鸟类适于飞行的特

点

昆虫

其他环境中的动物

1、观察各种鸟类的飞行姿态，思考其生活习性与环境相适应
的特点。

2、思考并想像鸟类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飞行能力。

3、列举自己最熟悉的一种鸟，描述它的生活习性。



讨论：

1.体形与飞翔

2.翅膀与飞翔

3.体重与飞翔

4.动力的产生与飞翔

5.探究的内容：

提出问题：鸟的身体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

作出假设：（各小组作出假设）

制定计划：选择一种鸟类作为观察的对象，制定探究的计划，
交流补充。

实施计划：（课上分组探究）

结论：鸟类的体表被覆羽毛；前肢变成翼；具有很强的飞行
能力；身体内有气囊；体温高而恒定。

2、观察蝗虫图片：身体分为几部分？体表覆盖着什么？有何
意义？蝗虫运动器官是什么？长在身体的哪些部位？同学间
进行交流。

3、归纳出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

列举实例并认识到：许多动物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水中、陆地
或空中，而是跨越多种环境。

播放录像片《翅膀下的故事》，展示鸟类的飞翔情景。



1.以小组为单位观察家鸽标本。

2.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讨论并交流。

3.引导学生提出想探究的问题。

巡视、组织小组间的计划交流、完善探

究计划、实施计划、归纳分析得出结论。

1、指导学生通过对比找出昆虫的翅和鸟的翼在结构和功能上
的异同点。

2、出示蝗虫图片，提出探究的问题。

3、出示各种节肢动物的图片

补充、强调：生物与环境是相适应的。

师：由此看出鸟的外部形态是与空中飞行生活相适应的。鸟
类的内部结构如何呢？请大家根据家鸽的内部结构彩图来进
行探究。

生：继续进行探究：

食物的主要器官。直肠这一特点使得鸟类随时排便，有利于，
与生活相适应。家鸽的肺相对较（大、小），弹性较（大、
小），与多个气囊相通。心脏体积相对较（大、小），分为
心房，心室。家鸽的心脏分为四个腔，使动、静脉血（分开、
混合），血液运输氧气的能力较（强、弱），加之双重呼吸，
食量又大，体表有保温，通过气囊散温，因此具完善的能力，
属于（恒温、变温）动物。

生：胸部的肌肉发达，可能与飞行有关；发达的胸肌才能扇
动双翼利于飞行；胸部的骨骼很突出，两侧附着发达的胸肌，



与飞行有关。

师：鸟类在空中飞行是剧烈的运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你们说能量从哪来？

生：从食物中来。

师：那么鸟类在食量和消化方面有哪些特点？

生：鸟类的食量很大，消化能力很强；粪便不贮存，减轻了
体重，利于飞行。

师：请阅读表格：从鸟与人的心脏及心搏次数的比较中，你
看出了什么？

生：鸟类的心脏肌肉发达，工作能力强，血液输送氧气的能
力强。

生：（观察鸟体内的气囊分布示意图）有肺和气囊；气囊与
肺相通，辅助肺进行呼吸，满足飞行时对氧气的需要。

师：经过上述的探究活动，请你们归纳一下：鸟类有哪些适
于空中飞行生活的特点？

生：身体的表面被覆羽毛，前肢变成翼，有发达的胸肌，具
有很强的飞行能力，身体内有气囊，辅助肺呼吸，体温高而
恒定。

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鸟的全身都是为飞行而设计的。莱
特兄弟就是从鸟类的这些特点中得到启示，为我们人类实现
飞向蓝天的梦想，经过不懈的努力，才有了飞机的问世。

生：昆虫。蜻蜓、蜜蜂、蝴蝶、蛾、蚊……

师：现在已经知道的昆虫种类超过了100万，是动物中数量最



多的，分布十分广泛。它们具有较强的飞行能力，有3对足，
多数有翅。昆虫是无脊椎动物中惟一能飞行的动物。下面请
同学们观察教材24页的几种昆虫及各种昆虫翅的图片，根据
生活经验把每种昆虫与它相应的翅连出来，并举例。

生：观察、讨论、连线、举例。

师：通过上面的活动，同学们思考一下，鸟类的翅与昆虫的
翅一样吗？

生：不同。

师：昆虫的翅与鸟翼的结构是不同的，但就适于飞行来看有
共同点呢？

轻、薄、面积大的特点，有利于扇动空气产生飞行的动力。

师：那么翅对于昆虫的生活和分布有什么意义呢？

生：寻找食物；躲避敌害；寻偶繁衍；寻找适宜的产卵场所
等。

师：下面我们以蝗虫为例探究一下昆虫的身体都有哪些特点。
（引导学生观察蝗虫的模型和彩图。）

生：学生观察并讨论：

师：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蝗虫身体分为哪几部分？

生：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

师：蝗虫的运动器官有哪些？它们着生在哪些部位？

生：运动器官是足和翅，都着生在胸部。



师：蝗虫的体表有什么结构？有没有与运动器官相连的肌肉？

生：有，胸肌发达附着在外骨骼上。外骨骼还有保护和支持
内部柔软器官、防止水分蒸发的作用。

师：在蝗虫的头部有触角，在胸部有附肢，它们都分节吗？

生：分节。

师：除蝗虫外，你们还能举出其他昆虫吗？

生：蜜蜂、菜粉蝶、蜻蜓、螳螂……

生：身体由许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骼；足和触角分节。

师：我们前面学习了水中生活的动物、陆地生活的动物、空
中飞行的动物。那么动物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单一的呢？举例
加以说明。

师：因此许多动物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水中、陆地或空中，而
是跨越多种环境，生物与环境是相适应的。通过本节课的学
习，你都明白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你准备今后如何去
做？（学生之间交流补充）

课外作业：

1.列表总结出环节动物、节肢运动、鱼类、鸟类和哺乳运动
的主要特征。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鸟类的飞翔生活为例，通过讨论探究和制定相关的
观察计划，来引导学生探究鸟类的体形、飞翔器官、运动的
动力产生和身体平衡的维持、减轻体重的体内外结构特点等
方面是如何与其飞翔生活相适应的，又通过观察昆虫的外部



形态和飞翔器官并与鸟类进行对比，使学生理解适应飞翔生
活动物的共同特点，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二

第三节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学设计（第二课时）

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在单元中属于一个重点，它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动物
类群——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材的编排方式改变了以往教材
过分强调学科体系完整性的倾向，没有像原教材那样按进化
顺序逐门逐纲地讲述各类群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而是按
照生物圈的环境特点来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形
态结构特点，减少了知识的分量，为学生主动探究提供时间
和空间。由于学生在第四单元中已学习了人体结构和生理的
内容，故本节对动物的结构和生理的内容做了较大的简化。
侧重从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出发探究各类群动物的主要特征，
探讨他们在生物圈中的作用及与人类的关系。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
概述鸟类、节肢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2、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2、通过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特点，用
辩证的观点看待生物的结构与功能是相适应的。

教学重点

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概述鸟类、节肢



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教学难点

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特点”的探究活动和对昆虫翅
的“观察与思考”。

教学准备

教具学具

补充材料

家鸽骨骼模型、薄纸、蝗虫的外型模型、flash课件。

通过flash课件展示图片，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观察、思考，
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特点。概述鸟类、节肢动物
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本节教学特别要注意引导学生能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的特
点”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针对教材给出的问题作出假设，
鼓励有创意的设想，让学生注意实验设计应具有可操作性，
介绍实验方法。让学生了解：除了调查、观察、动手实验外，
阅读分析已有的资料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的手段，通过探究
应使学生明确动物对环境的适应，除了有外部形态、内部结
构的适应外，还有生理方面和行为方面的适应。同时概括鸟
类的主要特征。关于昆虫和节肢动物的教学，应有分明的层
次，可先对比鸟的翼和昆虫翅的异同，找出昆虫适于空中飞
行和分布广泛的特点，然后观察昆虫，总结归纳出昆虫的主
要特征，再进一步概括出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应重视全章
的总结，可通过举例，引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动物与
环境的关系，通过举例说明许多动物的活动可以跨越多种环
境，强调这也是适应的表现。进而完成有关两栖动物的主要
特征的介绍。最后可引导学生关注教材“动物与造型艺术”



等栏目，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流程

第   课时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设计意图

执教者

个性化调整

一、导入新课

二、昆虫适于飞行的特点。

三、昆虫的主要特征

四、节肢动物的特征。

五、不在单一环境中生活的动物——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讲述：天空中飞行的动物，除了鸟类以外，最多的就是昆虫
了。现已知道的昆虫种类已超过了100万，昆虫是动物界种类
和数量最多的一类动物，它的分布十分广泛，生物圈中几乎
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



师问：昆虫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动物，你能说出多少种昆虫的
名字？比一比，看谁认识的昆虫最多。

师问：你知道昆虫分布这么广，数量如此之多的原因吗？

师补充：昆虫的运动能力强。有3对足，能爬行；有的昆虫的
足特化成跳跃足，能跳跃；大多数昆虫都有翅，能飞行。昆
虫是无脊椎动物中惟一会飞的动物。

师问：昆虫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呢？

师展示几种昆虫翅的图片，让学生判断是哪一种昆虫的。

师问：很显然，昆虫的翅与鸟翼区别很大，但就适于飞行来
看有无共同点呢？

补充、归纳、展示：

2、它们在空气中都能产生向上的升力和前进的动力；

3、相对自身身体而言，它们的翅都有轻、薄、表面积大的特
点。

师展示问题：举例说明翅对昆虫的生活和分布有什么重要意
义？

师展示蝗虫的外形模型和图片。

讲述：下面以蝗虫为例探究一下昆虫的特征。

师提示观察项目：

1、体表有何结构？

2、身体分几部分？



3、足和触角有何特征？

师补充：外骨骼覆盖在体表，坚韧，有保护和支持内部柔软
器官、防止体内水分蒸发的作用。它不能随身体的长大而长
大，故昆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有蜕皮现象；运动器官翅和足
都着生在胸部，胸部有发达的肌肉，附着在外骨骼上。

师讲述：昆虫在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除昆虫外，节肢动物
还有蜘蛛、蜈蚣、虾、蟹等。

师展示几种节肢动物的图片。

师归纳：节肢动物的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骼；
足和触角分节。

师补充：足和触角分节是节肢动物名称的由来。

师总结全章：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对不同环境中动物的生
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实际上，动物的生存环境并非单一的，
生物圈中许多动物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水中、陆地或空中，而
是跨越多种环境。例如：空中飞行的动物仍以陆地或水域作
为栖息地；有些水中生活的动物要到陆地上产卵；有的昆虫
成体生活在陆地上，幼体生活在水中；还有些动物幼体生活
在水中，成体生活在陆地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两栖动物了。
它们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经过变态发育成幼蛙，以
后营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吸，同时兼用皮肤辅助呼吸，而
产卵繁殖行为又必须在水中进行，这样的动物叫两栖动物。
（师展示青蛙生活环境图片）总之，多数动物的活动并不局
限于单一环境，而是跨越多种环境，且与环境相适应。

生思考回答：（蜜蜂、蝴蝶、蝉、蝗虫、瓢虫、天牛、蚊子、
苍蝇、金龟子、蟋蟀、螳螂、蚂蚁、家蚕、蚱蜢……）

生：思考、讨论



生答：会飞行。

生：思考、讨论、判断。

生：思考、讨论、回答。

生思考回答：蜜蜂通过翅的运动可寻到蜜源（食物）并运回
蜂巢；蝗虫可通过翅的运动寻找食物，躲避敌害，寻偶交尾，
并到适宜的场所产卵。可见翅对昆虫的觅食、避敌、寻偶繁
殖、寻找栖息地等有重要作用。通过翅的运动可扩大昆虫生
活和分布的空间，对其生存和繁衍有重要意义。

生观察、探究

生归纳：

1、体表有外骨骼；

2、分头、胸、腹三部分；

3、足和触角都分节。

生观察它们的共同特征。

生：想像、观察、理解。

考察学生对昆虫认识的情况，将注意力引入到本节要学习的
内容中去。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训练学生观察、归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动物与环境的关系，让学生学
会概括、总结，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面。

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表扬和鼓励。

点拨、鼓励。

师点拨肯定。

提示、补充。

鼓励、表扬、补充。

点拨、鼓励。

让学生尝试举例，说明不同环境中的动物。

板书设计

第三节  空中飞行的动物

三、昆虫适于飞行的特点：

1、肌肉发达有力——收缩和舒张能牵引翅完成扇动的动作；

2、能产生向上的升力和向前的动力；

3、翅呈扇形，轻、薄、表面积宽大——利于扇动空气。

四、昆虫的主要特征：



1、体表有外骨骼；

2、身体分头、胸、腹三部分，胸部有翅和足，胸部肌肉发达；

3、足和触角分节。

五、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

1、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

2、体表有外骨骼；

3、足和触角分节。

六、不在单一环境中生活的动物——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1、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

2、成体营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吸，同时兼用皮肤辅助呼吸。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三

1、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概述鸟类、
节肢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2、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特点”的探究活动和对昆虫翅的
“观察与思考”。

3、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1、.探究和观察“鸟类适于飞行的特点”，使学生能阐明鸟
类适于飞行的.形态结构特征和生理功能特征。

2、通过对各种鸟类的观察与比较，使学生能概述鸟类的主要
特征。



1、探究鸟类适于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和生理功能特点这一实
验过程及组织教学。

2、概述鸟类的主要特征。

多媒体课件；鹌鹑，解剖刀，解剖剪，解剖盘。

谈话式、演示式、探索实验式、启发式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四

1、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概述鸟类、
节肢动物主要特征。

2、  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咱环境。

二、  重点和难点 “鸟适于飞行的特点”探究活动的设计

三、    课前准备 教师：各种鸟类在空中飞行的图片、
录像片；蝗虫的图片；学生：搜集描写鸟类的诗句；观察、
调查当地常见鸟类并做记录。

四、   课时分配 两课时 五、   教学过程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五

下面是关于八年级上册的说课稿范文《空中飞行的动物》，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空中飞行的动物》是生物学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一章第
三节的内容。在生物圈中，动物是最活跃、活动范围最广的
一类生物，本章内容的处理思路是突出动物与环境的关系。
因此，内容的安排改变了以往的安排进化顺序逐门逐纲地讲
述各类群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物的做法，而是按照生物圈的



环境特点，从“水中生活的动物”、“陆地生活的动物”
和“空中飞行的动物”来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
特点，这样的另一个意图是，减少知识的分量，为学生主动
探究提供时间和空间。

这一章学习的是各种环境中的动物，通过了上两节内容的学
习，学生掌握了如何进行探究和观察。并知道了鱼类的主要
特征。能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陆地生活的动物与陆地
环境相适应的主要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特点。知道了结构
与功能是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再学习《空中飞行的动物》，
这样由易到难的教学安排，符合人的认识特点。学生掌握了
本节的知识和技能，就能为第二章《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的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本节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节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鸟，第二部分是昆虫，分2课
时来学习。今天主要是学习第1课时，鸟。基于以上的分析，
结合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我确立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阐明鸟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
征;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2)过程与方法：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探究
活动。

(3)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爱护鸟等野生动物、保护环境
的情感。

(一)教学重点

据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将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确定为：找到鸟类可以飞行的原因和鸟类的特点。

(二)教学难点



确定本节课的难点为：鸟适于飞行的特点“探究活动的设计。

1、本节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大量的图片和动画，让学生
通过观察、思考、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思维活动来认识鸟类等
空中飞行的动物的体型及身体的结构特点与飞行的关系。通
过探究来认识鸟适于飞行的特点。

2、本节“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探究活动，是重难点，但由
于有了上两节的知识基础，学生对于这个探究应该能够通过
分组活动来完成。所以这个活动我安排在课前，课上主要是
组织各小级交流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处理方法，让知识
的获得渗透在过程的体验中，让成功的喜悦体现于精彩的交
流中，让能力的培养贯穿在活动的参与中。

3、通过观察、讨论、分析去发现知识，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的习惯和能力，通过课前的探究活动和课上的交流，体
验知识获得的过程，感悟科学探究的方法，体会同学间合作
的魅力，尝到探究性学习的乐趣，同时也提高了分析问题的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并进一步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一)复习提问，导入新课：

首先简要的让学生回顾上两节学过的知识，以提问的方式进
行，然后让学生谈谈在生活中见到过哪些能在空中飞行的动
物，飞机和鸟的外型是否有共同的地方，飞机的出现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导入新课，这样导入有两个好
处，1、既考验了前两节课的知识的掌握情况，又体现了前后
课内容的紧密联系;2、创设了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新知的学习：

1、鸟这部分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的：教师出示图片，创设情景，
学生观察各种鸟类的飞行姿态图片，并思考：鸟为什么有这
么强的的飞行能力呢?然后让学生列举自己最熟悉的一种鸟，



描述它的生活习性。

在探究“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实验中，由于是课前布置学
生课外完成，课堂上是让各组学生展示自己的实验过程入结
果，并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利用多媒体将探究的一般过程即：

1、问题：鸟的身体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

2、作出假设：____。

3、制定并实施计划：(略)。

4、得出结论：____。

(三)巩固提高

通过同学间对实验过程及结果的讨论和交流后，再让学生概
括：鸟类适于飞行的特点是什么?这样的教学安排既突破了重
点又解决发难点，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增强学生的学
习生物学的兴趣。

(四)小节作业

总结课堂的学习，教师进行评价。

第三节 空中飞行的动物

一、鸟

探究：鸟适于飞行的特点。

1、 问题：鸟的身体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

2、 作出假设：



3、 制定并实施计划：

4、 得出结论：

5、 表达和交流。

二、小结：(略)。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六

课题：空中飞行的动物——昆虫

教学目标：

1、能例举多种昆虫名称，认识一定数目的昆虫。

2、知道昆虫的主要特征，理解昆虫特征与环境相适应。知道
生物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3、知道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认识一些常见的节肢动物。

4、了解节肢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并增强学生对有益昆虫的保
护意识和对有害昆虫的防控意识。

5、了解生物多样性，培养学生保护动物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1、归纳昆虫的特点。

2、识别常见昆虫的翅。

教学设计思路：

1、本节课从美如画面的诗歌导入，创设情境，激发兴趣。让



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成为学习的真正的主人。通过不断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思考能力，从
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2、通过本课的学习，学会找出生物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
特点，明白生物与环境的统一性。

3、通过了解昆虫的多样性，以及对昆虫特征上升到节肢动物
特征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分析生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学会
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4、让学生了解昆虫与人类、自然的关系，引导学生从课堂理
论走向生活实践，到达学以致用的目的。

5、尽量利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指导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提
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努力完成新课标下师生双方新角色的
转变。

6、通过学习中的分组活动，培养学生学会与人共处、合作互
助的能力。

课前准备：

学生——搜集有关昆虫的知识。

教师——实物展示台，蝗虫形态图。

教学活动设计：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设计意图

a新课引入 背诵唐诗，指出其中的生物及其所属类群。 提
问，评价 由诗歌引入，既激发兴趣又体现学科间的相互渗
透。



b新课  昆虫——动物界中的大家族

一，例举昆虫名单： 分组讨论，小组提交一份昆虫名单。

提问，启发，分发答题纸，要求学生写出自己所了解的昆虫
名称。

从身边的常识性知识入手，激发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
性。

聆听 评价，要求注意非昆虫。 

二，看翅找昆虫。 把昆虫名与所对应的翅连结起来。并试
图与鸟翅比较。 展示教材（八，上）p24的昆虫翅，提出要
求。 对常见昆虫翅的辨认，保持兴奋点，再切入翅对昆虫
生活意义的认识。

三，昆虫的特征：（311132） 阅读教材，讨论，解读密码，
找出昆虫的主要特征。 给“密码”，指导阅读，参与小组
讨论。 将昆虫特征数字化，既提高兴趣，又便于学生归纳
记忆。

四，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 对出现的非昆虫进行形态分析，
找出它们与昆虫的相同之处。 参与讨论，评价，归纳，总
结，统一。 对知识进行整合，使学生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
理性。

五，知识延伸：

1，节肢动物与人类的关系： 讨论，自由发言。 评价，肯
定。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

教学过程实录：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还记得这首唐诗吗?我们一起来背诵一下——

师生：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师：很好。请同学们说出诗里都出现了哪些生物?分别指出它
们分属哪些类别?

生：人——黄四娘，花——植物，蝴蝶——动物中的昆虫，
莺——动物中的鸟类。

生：(七嘴八舌地)有翅膀，会飞，会跳，破坏庄稼，蝴蝶的
毛毛虫会让人发痒……

师：哇，知道的还真不少!那，现在老师要请同学们分组写出
你们所知道的昆虫名，看哪组写得又快又多又正确。

生：(分组讨论，书写)

二、新课：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展示学生所写昆虫名，进行肯定，并圈划出在几个小组中都
出现了的“蜈蚣，蝎子，鼠妇，蜘蛛，虾子”等非昆虫类。)

师：同学们知道这么多!能不能说一说昆虫有什么共同特点?

生：有翅膀会飞，有脚会跳……

师：好!应该说多数昆虫会飞，对，因为它们有翅。那么，我
们来帮下面的昆虫找找它们的翅。

(展示八年级上p24《观察与思考》中的翅，请学生将相应的昆
虫名连接起来)



生：(完成连线，表达交流。)

师：(评价，学生参与，最后统一认识。)

师：说得很有道理。昆虫的翅使它们具有了比一般陆生动物
更为广阔的生活环境，帮助它们觅食，御敌，寻找栖息地，
寻找配偶完成生殖活动等。

三、试图解决问题：

师：昆虫除了多数都具有翅这个特点外，还有没有与它们生
活环境相适应的其它特点呢？这里有一组密码：311132。下
面我们一起来阅读课文，并结合观察蝗虫的外部形态图，解
读出这组密码，我们就归纳出了以蝗虫为代表的昆虫大家族
的共同特征。

生：（阅读教材，看图，分组讨论得出结论，表达交流。）
（老师一边启发一边评价归纳，统一）

3——身体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

1——头部有一对复眼

1——一对触角

1——一个口器

3——胸部有三对足

2——一般有两对翅。

师：非常聪明！愿同学们在今后中解出更多更复杂的生活学
习密码！（逐一分析昆虫每个特征对环境的适应性，体现生
物与环境的统一性。）昆虫不仅用发达的感觉器官和取食器
官，灵活多样的运动器官来适应复杂的陆地环境，而且还有



坚韧的外骨骼保护和支持柔软的身体，同时防止体内水分的
蒸发。（例举学生生活中见过的蝉蜕）

四、进一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师：好！大家现在对昆虫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我们再
来看看刚才为什么会把蜘蛛蜈蚣当作昆虫了吧。想一想前面
学过的虾，蟹，探究过的鼠妇，生活中常见的蜘蛛等动物，
看看它们有哪些方面与昆虫相似。

生：身体一节一节的，有触角，有口器，也有几对足……

师：很不错！来，我们依次把它们的相同之处归纳起来：

（1）身体分成很多节（叫体节）；（2）体表都具有外骨骼；
（3）足和触角都分节——所以，凡是具有这些特征的动物被
称作节肢动物。（强调"节肢"）

五、知识延伸：

师：通过讨论，大家对昆虫怎样适应环境已经有了一定认识，
也初步了解了节肢动物的主要特点。最后再请同学们介绍一
下昆虫等节肢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看看我们该怎样与它们打
交道。

师：归纳得非常好，很能干。既然昆虫对我们有益处，也有
害处，那么，我们就要在对昆虫有比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对有益动物加以保护，让它们更好地为自然界为人类服务，
对有害的动物进行防控，使人与动物、动物与环境相处得更
加和谐友好。

教学反思：

1、通过本课的学习，促进了学生的小组合作精神。



2、通过本课的学习，进一步使学生理解生物与环境是统一的
整体的道理，促使学生了解、认识自然，学会与自然和睦相
处。

3、本着教学条件的多样性、差异性，本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使用现代化的教学技术相对较少。例如，在教学过程中，
使用实物展示台的环节，均可用挂图代替。

4、利用体育彩票号码式的数字，将昆虫特征数字化，猜“密
码”提高了兴趣，又增强了记忆效果。

5、注意使用了发展性的评价方式。

6、不足之处，某些问题开放度不够；对昆虫翅的归类的知识
还可继续扩展；留给学生的表达交流时间稍显不足。

相关链接：既可将该课内容放在八年级上册《空中飞行的动
物》第二课时，也可用于七年级上册《生物适应环境》的教
学中，还可以用于新课程改革前的《动物学》（初一下）的
《节肢动物门》的教学中，体现新课改中学习资源的多样性，
打破课本知识的局限性。基于这一点，故在本设计中，将最
后一部分内容称作“知识延伸”，在不同的教材要求中，进
行不同份量的处理。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七

本节内容在单元中属于一个重点，它介绍了一个重要的动物
类群——。教材的编排方式改变了以往教材过分强调学科体
系完整性的倾向，没有像原教材那样按进化顺序逐门逐纲地
讲述各类群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理，而是按照生物圈的环境
特点来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特点，减
少了知识的分量，为学生主动探究提供时间和空间。由于学
生在第四单元中已学习了人体结构和生理的内容，故本节对
动物的结构和生理的内容做了较大的简化。侧重从生物与环



境的关系出发探究各类群动物的主要特征，探讨他们在生物
圈中的作用及与人类的关系。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阐明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
概述鸟类、节肢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2、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2、通过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特点，用
辩证的观点看待生物的结构与功能是相适应的。

教学重点

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特点，概述鸟类、节肢
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教学难点

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特点”的探究活动和对昆虫翅
的“观察与思考”。

教学准备

教具学具

补充材料

家鸽骨骼模型、薄纸、蝗虫的外型模型、flash。

通过flash展示图片，引导学生主动探究、观察、思考，阐明
鸟、昆虫等适于空中飞行的特点。概述鸟类、节肢动物和两
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本节教学特别要注意引导学生能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的特
点”的探究活动，引导学生针对教材给出的问题作出假设，
鼓励有创意的设想，让学生注意实验设计应具有可操作性，
介绍实验方法。让学生了解：除了调查、观察、动手实验外，
阅读分析已有的资料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的手段，通过探究
应使学生明确动物对环境的适应，除了有外部形态、内部结
构的适应外，还有生理方面和行为方面的适应。同时概括鸟
类的主要特征。关于昆虫和节肢动物的教学，应有分明的层
次，可先对比鸟的翼和昆虫翅的异同，找出昆虫适于空中飞
行和分布广泛的特点，然后观察昆虫，总结归纳出昆虫的主
要特征，再进一步概括出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应重视全章
的总结，可通过举例，引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动物与
环境的关系，通过举例说明许多动物的活动可以跨越多种环
境，强调这也是适应的表现。进而完成有关两栖动物的主要
特征的介绍。最后可引导学生关注教材“动物与造型艺术”
等栏目，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流程

第课时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预设

学生活动预设

设计意图

执教者

个性化调整



一、导入新课

二、昆虫适于飞行的特点。

三、昆虫的主要特征

四、节肢动物的特征。

五、不在单一环境中生活的动物——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讲述：天，除了鸟类以外，最多的就是昆虫了。现已知道的
昆虫种类已超过了100万，昆虫是动物界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
类动物，它的分布十分广泛，生物圈中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
踪迹。

师问：昆虫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动物，你能说出多少种昆虫的
名字？比一比，看谁认识的昆虫最多。

师问：你知道昆虫分布这么广，数量如此之多的原因吗？

师补充：昆虫的运动能力强。有3对足，能爬行；有的昆虫的
足特化成跳跃足，能跳跃；大多数昆虫都有翅，能飞行。昆
虫是无脊椎动物中惟一会飞的动物。

师问：昆虫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呢？

师展示几种昆虫翅的图片，让学生判断是哪一种昆虫的。

师问：很显然，昆虫的翅与鸟翼区别很大，但就适于飞行来
看有无共同点呢？

补充、归纳、展示：

1、它们都有用以飞行的扇面形结构，这些结构的运动都是由
肌肉的收缩与舒张引起的；



2、它们在空气中都能产生向上的升力和前进的动力；

3、相对自身身体而言，它们的翅都有轻、薄、表面积大的特
点。

师展示问题：举例说明翅对昆虫的生活和分布有什么重要意
义？

师展示蝗虫的外形模型和图片。

讲述：下面以蝗虫为例探究一下昆虫的特征。

师提示观察项目：

1、体表有何结构？

2、身体分几部分？

3、足和触角有何特征？

师补充：外骨骼覆盖在体表，坚韧，有保护和支持内部柔软
器官、防止体内水分蒸发的作用。它不能随身体的长大而长
大，故昆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有蜕皮现象；运动器官翅和足
都着生在胸部，胸部有发达的肌肉，附着在外骨骼上。

师讲述：昆虫在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除昆虫外，节肢动物
还有蜘蛛、蜈蚣、虾、蟹等。

师展示几种节肢动物的图片。

师归纳：节肢动物的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体表有外骨骼；
足和触角分节。

师补充：足和触角分节是节肢动物名称的由来。



师总结全章：通过本章的学习，我们对不同环境中动物的生
活有了一定的了解。实际上，动物的生存环境并非单一的'，
生物圈中许多动物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水中、陆地或空中，而
是跨越多种环境。例如：仍以陆地或水域作为栖息地；有些
水中生活的动物要到陆地上产卵；有的昆虫成体生活在陆地
上，幼体生活在水中；还有些动物幼体生活在水中，成体生
活在陆地上，最为典型的就是两栖动物了。它们幼体生活在
水中，用鳃呼吸，经过变态发育成幼蛙，以后营水陆两栖生
活，用肺呼吸，同时兼用皮肤辅助呼吸，而产卵繁殖行为又
必须在水中进行，这样的动物叫两栖动物。（师展示青蛙生
活环境图片）总之，多数动物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环境，
而是跨越多种环境，且与环境相适应。

生思考回答：（蜜蜂、蝴蝶、蝉、蝗虫、瓢虫、天牛、蚊子、
苍蝇、金龟子、蟋蟀、螳螂、蚂蚁、家蚕、蚱蜢……）

生：思考、讨论

生答：会飞行。

生：思考、讨论、判断。

生：思考、讨论、回答。

生思考回答：蜜蜂通过翅的运动可寻到蜜源（食物）并运回
蜂巢；蝗虫可通过翅的运动寻找食物，躲避敌害，寻偶交尾，
并到适宜的场所产卵。可见翅对昆虫的觅食、避敌、寻偶繁
殖、寻找栖息地等有重要作用。通过翅的运动可扩大昆虫生
活和分布的空间，对其生存和繁衍有重要意义。

生观察、探究

生归纳：



1、体表有外骨骼；

2、分头、胸、腹三部分；

3、足和触角都分节。

生观察它们的共同特征。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观察能力。

训练学生观察、归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动物与环境的关系，让学生学
会概括、总结，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面。

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表扬和鼓励。

点拨、鼓励。

师点拨肯定。

提示、补充。

鼓励、表扬、补充。

点拨、鼓励。

让学生尝试举例，说明不同环境中的动物。



板书设计

第三节

三、昆虫适于飞行的特点：

1、肌肉发达有力——收缩和舒张能牵引翅完成扇动的动作；

2、能产生向上的升力和向前的动力；

3、翅呈扇形，轻、薄、表面积宽大——利于扇动空气。

四、昆虫的主要特征：

1、体表有外骨骼；

2、身体分头、胸、腹三部分，胸部有翅和足，胸部肌肉发达；

3、足和触角分节。

五、节肢动物的主要特征：

1、身体由很多体节构成；

2、体表有外骨骼；

3、足和触角分节。

六、不在单一环境中生活的动物——两栖动物的主要特征：

1、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

2、成体营水陆两栖生活，用肺呼吸，同时兼用皮肤辅助呼吸。



空中飞行的动物教案反思篇八

《空中飞行的动物》是生物学八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第一章第
三节的内容，在生物圈中，动物是最活跃、活动范围最广的
一类生物，本章内容的处理思路是突出动物与环境的关系。
因此，内容的安排改变了以往的安排进化顺序逐门逐纲地讲
述各类群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生物的做法，而是按照生物圈的
环境特点，从“水中生活的动物”、“陆地生活的动物”
和“空中飞行的动物”来探究各类动物与各自环境相适应的
特点，这样的另一个意图是，减少知识的分量，为学生主动
探究提供时间和空间。

二、学情分析

这一章学习的是各种环境中的动物，通过了上两节内容的学
习，学生掌握了如何进行探究和观察。并知道了鱼类的主要
特征。能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陆地生活的动物与陆地
环境相适应的主要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特点。知道了结构
与功能是相适应的。在此基础上再学习《空中飞行的'动物》，
这样由易到难的教学安排，符合人的认识特点。学生掌握了
本节的知识和技能，就能为第二章《动物的运动和行为》的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本节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教学目标

本节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鸟，第二部分是昆虫，分2课
时来学习。今天主要是学习第1课时，鸟。基于以上的分析，
结合新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我确立了以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阐明鸟适于空中飞行的形态结构和生理特
征;举例说出动物的生活可能跨越多种环境。

(2)过程与方法：尝试独立完成“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探究
活动。



(3)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学生爱护鸟等野生动物、保护环境
的情感。

四、重点和难点

(一)教学重点

据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将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确定为：找到鸟类可以飞行的原因和鸟类的特点。

(二)教学难点

确定本节课的难点为：鸟适于飞行的特点“探究活动的设计。

五、教学方法

1、本节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大量的图片和动画，让学生
通过观察、思考、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思维活动来认识鸟类等
空中飞行的动物的体型及身体的结构特点与飞行的关系。通
过探究来认识鸟适于飞行的特点。

所以这个活动我安排在课前，课上主要是组织各小级交流活
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处理方法，让知识的获得渗透在过程
的体验中，让成功的喜悦体现于精彩的交流中，让能力的培
养贯穿在活动的参与中。

3、通过观察、讨论、分析去发现知识，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的习惯和能力，通过课前的探究活动和课上的交流，体
验知识获得的过程，感悟科学探究的方法，体会同学间合作
的魅力，尝到探究性学习的乐趣，同时也提高了分析问题的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并进一步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六、教学过程

(一)复习提问，导入新课：



首先简要的让学生回顾上两节学过的知识，以提问的方式进
行，然后让学生谈谈在生活中见到过哪些能在空中飞行的动
物，飞机和鸟的外型是否有共同的地方，飞机的出现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有什么重大的作用?导入新课，这样导入有两个好
处，1、既考验了前两节课的知识的掌握情况，又体现了前后
课内容的紧密联系;2、创设了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新知的学习：

1、鸟这部分我是这样设计教学的：教师出示图片，创设情景，
学生观察各种鸟类的飞行姿态图片，并思考：鸟为什么有这
么强的的飞行能力呢?然后让学生列举自己最熟悉的一种鸟，
描述它的生活习性。

在探究“鸟适于飞行的特点”的实验中，由于是课前布置学
生课外完成，课堂上是让各组学生展示自己的实验过程入结
果，并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利用多媒体将探究的一般过程即：

1、问题：鸟的身体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

2、作出假设：____。

3、制定并实施计划：(略)。

4、得出结论：____。

(三)巩固提高

通过同学间对实验过程及结果的讨论和交流后，再让学生概
括：鸟类适于飞行的特点是什么?这样的教学安排既突破了重
点又解决发难点，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增强学生的学
习生物学的兴趣。

(四)小节作业



总结课堂的学习，教师进行评价。

七、板书设计

第三节空中飞行的动物

一、鸟

探究：鸟适于飞行的特点。

1、问题：鸟的身体有哪些适于飞行的特点?

2、作出假设：

3、制定并实施计划：

4、得出结论：

5、表达和交流。

二、小结：(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