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实用6篇)
年会策划是一个了解员工需求的机会，可以通过活动内容和
形式来满足他们的期望和兴趣。活动策划是指对于一项活动
的全过程进行规划和安排，包括目标、内容、时间、场地等
方面的考虑。在进行活动策划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活动的
目的和主题，以便于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如何进行有
效的活动策划？以下是几个关键的步骤和要点。通过活动策
划，我们可以实现令人惊喜的效果。以下是一些创意十足的
活动策划范例。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一

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第四册教材的开篇语——《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学习简单、必要的生物分类是十分有用
的，这也能够培养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更严谨的科学
态度。同时，生物的命名和分类也是本章节《生物的多样性》
的基础知识，有助于学生对后面知识的理解。

学情分析、设计思想：

本章内容以概念为主，不容易记忆和理解。因此选区大量资
料作为引导，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同时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
自己对生物进行分类，也可以考核学生的理解情况。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让学生知道生物命名的正确方法，理解命名的意义

让学生初步了解生物分类的基本方法



让学生知道生物分类的等级、单位以及生物五界的名称

能力目标：

通过对几种常见动植物的分类，培养学生观察、对比、归类
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生物命名和分类工作严肃性的认识，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和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重点难点及解决方法

重点：生物分类的等级、单位以及生物五界的名称

解决方法：用举例说明的方法帮助学生记忆

难点：生物命名的正确方法，理解命名的意义

解决方法：选择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

教学媒体：

圆白菜的图片

超市地图

各种生物的图片

板书设计

第十四章生物的多样性

第一节生物的命名和分类



生物的命名

二名法=属名+种名

生物的分类

分类依据：形态、结构、生活习性、亲缘关系

等级单位：界门纲目科属种

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

高低

生物分类

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动物界

教学过程

阶段目标教师活动学生活动媒体导入

第一节生物的命名和分类生物的命名提问：想一想妈妈让你
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找到你想要买的商品的？思考
回答演示超市地图讲述：超市里的工作员把商品都分类摆放
了，便于我们快速的找到他们。让我们来试一试吧提问：请
你快速地说出在超市的哪个部位找到这两件商品，为什么？
思考回答讲述：尽管它们的名字很相似，但我们大家能很快
找到它们的依据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它们不属
于一类，所以要从不同的归类中找。提问：可是要是没有这
样生活常识的人在他去超市时怎么帮助他们呢？告诉他们在
哪一类中找讲述：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给生物命名的时候是
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个办法呢，现说是哪一种再说是什么。这
种命名的方法就是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创立的“二名法”。
根据“二名法”，生物的学名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属



名，代表它的分类，第二部分为种名，代表它叫什么。而属
名和种名都必须使用拉丁文斜体来表示。

我们看看书上第2页的例子，你总结一下生物的学名都有哪些
要求。（属名首字母大写）生物的分类提问：我们现在知道
了生物的学名是怎么来的了，那我有一个新的问题了——既
然学名是由属名和种名和在一起组成的，那这个属，也就是
他们的分类是怎么划分的呢？你觉得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将生
物划分成类呢？讨论演示各种生物的图片讲述：大家讲生物
划分的时候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应该有生物彼此之间在形态、
结构和生活习性等自然特征上的相似程度，以及他们彼此之
间的亲缘关系。

瑞典科学家林奈由于在世界上首次创立生物命名系统，因而
被誉为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奠基人。阅读：请你阅读p5的“阅
读”，请你说说：

林奈当时把生物界分为了几个部分？

在他划分的每个部分里又分出了哪些更细小的单位？

他的不足之处是什么？

动物界和植物界

纲、目、属、种

人为分类，还不够精确和科学讲述：科学家在长期的研究中
也发现了林奈的分类还不够科学，于是科学家不断的`研究分
析，根据生物的形态、结构、生活习性、亲缘关系将他们做
了更细致的划分。

我们现在采用的生物分类系统包括七个等级：最高的单位是
界，其下依次为门、纲、目、科、属、种。重视分类的最基



本单位，单位的级别越高包含的种就越多。

人为分类法：是人们从自身需要出发，根据生物的形态、结
构、功能、习性、生态或经济用途等方面进行分类，不考虑
生物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和亲缘关系。例如将生物分为陆生
生物、水生生物和沙生生物。或将植物分为粮食作物、油料
作物和香料作物等。

自然分类法：是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从比较形态
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生态学等不同
角度，反映生物界自然演化过程中生物彼此间亲缘关系的分
类系统，既符合生物系统发育的原则。这是因为系统发育的
亲缘关系是生物进化过程的实际反映。所谓系统发育是指任
何分类单位的起源，即进化的亲缘关系。

附录2：人科

分类简介：体毛退化，身体直立，手足分工，前肢解放出来
成为劳动的器官，后肢支持身体和担任行走功能。大脑高度
发达。人次分类地位上属于人科人属人种，全世界人类都属
一种，即现代人。人和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的共同
祖先是1—2千万年前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森林古猿。人是由
猿进化而来，但又本质上区别于一切动物：人类的手转变成
为劳动器官，能制造工具，有语言，能进行逻辑性的思维和
过着社会性的生活。

附录3：丹顶鹤在动物界的分类地位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二

教学目标：

1.描述生物圈的范围。



2.说出生物圈为生物生存提供的基本条件。

3.认同生物圈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我们应当了解和爱护
这个家。

教学重点：

生物圈为生物生存提供基本条件。

教学难点：

生物圈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我们应当了解和爱护这个家。

教学方法：

多媒体演示、对比法。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上节课我们调查了校园里面的生物，知道了生物
无所不在，那你们知道，这么多的生物都共同生活在哪个共
同的家园中呢?(地球)很好(打开课件，展示地球图片)这就是
我们的地球，那我们是生活在地球的内部还是生活在表面这
一层呢?(表面)很好，外面这一圈就是我们生物共同生活的地
方，科学家们把它叫做生物圈，很多同学对生物圈不熟悉，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是学习关于生物圈的知识。

(课件中打出生物圈的定义)我们科学家们早就对生物圈下了
定义，哪位同学帮老师读一下生物圈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两个
方面?(定义：地球上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其实只是地球表
面的一薄层，科学家把这一薄层叫做生物圈.包括地球上一切
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那我来问一下你们
生物圈除了包括生物之外，还包括什么?(生物生活的环境)很
好，那我们的生物圈究竟有多大，能包含这么多东西呢?我们



先来看看我们地球的厚度是多少?(12750千米)那生物圈
呢?(20千米)看来我们生物圈只占了地球的一小部分，却有那
么多生物生存着。所以生物圈中的生物不是都生活在同一上
层面中的，而是我们的生物圈分为三大部分，就是包括大气
圈的底部，岩石圈的表面，水圈的大部。那三大圈中各生活
着什么生物?这三大圈是否绝对分开?(小组讨论两分钟)有的
生物可以到达生物圈的各个圈层，例如人，还有没有别的例
子?我们世界的人口将近60亿，而我们地球的空间是有限的，
科学家们设想能否把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移居到其他星球上?
比如月球，火星?(不可能，因为那里没有水，氧气，温度太
低或太高…)那为什么我们的地球又能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呢?(因为生物圈有满足生物生存的各种条件)讨论书本p5~6
六幅图片，看各幅图片中生物圈满足了它们的哪些条件。完
成书本练习：1、向日葵生长需要什么条件?长颈鹿的生活需
要什么条件?2、向日葵和仙人掌，牛和海豚的生存条件有什
么不同?3、为什么干旱使粮食严重减产?分析图片：熊猫频临
灭绝的原因?蕉树枯萎原因?得出结论：动物、植物等所有生
存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一样的，它们都需要营养物质、阳光、
空气和水，还有适宜的温度和一定的生存空间。

做练习：

1、生物圈为其中的生物提供的生存条件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下列关于生物圈的说法正确的是

a.生物圈仅由植物、动物及其中的微生物构成

b.生物圈包括地球的全部，即地球内部也有生物

c.生物圈指生物活动能达到的范围，包括月球

d.生物圈是指地球上生物及其生存空间的总称



3、有人说：“只要有充足的牧草和水，牛羊就能正常生活”，
你认为这种看法对吗?如果不对，说说你的理由。

布置下节课准备的内容：如果你翻动花园、庭院中的花盆或
石块。，常常会看到一些身体略扁、长椭圆形、灰褐色或黑
色的小动物在爬动，这就是鼠妇又叫潮虫。下节课每小组至
少要抓到五只回来做实验，抓好时要把它们放在湿的土中养
着，而且避免光照，不然很容易死。

教学后记：

同学们对于一些熊猫，蕉树等接近生活的图片比较感兴趣，
以后可以多举这方面的例子。

教学反思：

因为这节课的理论知识比较多，而且知识点相对简单，只是
介绍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学生很容易精神不集中，应该考
虑多用一些有趣的事例或者图片供学生思考，像讲到为什么
其他星球没有生物，应该多找一些其他星球的资料告诉学生，
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要
保护地球的意识。学生对于做练习比较感兴趣，如果时间允
许，也可以考虑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安排一至两题练习，加强
学生知识点的同时也能活跃学生的思维，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三

1．重点分析：

铁线蕨的生活习性及与其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生殖的特点，
是学生了解蕨类植物主要特征的基础，也是学生树立生物体
是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物观点的基础；而蕨类植物的主要特征
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它由于有真根，输导组织和机械组织，
决定了它比藻类植物、苔藓植物都高等，植株也比苔藓植物



高大。但又由于它的输导组织和机械组织还远不如绿色开花
植物发达、受精过程还离不开水，同时又决定了它仍只能生
活在阴湿的环境里，比绿色开花植物低等。所以铁线蕨的形
态结构、生殖、生活习性的特点及蕨类植物的主要特征应确
定为本节的重点内容。

2．难点分析：

铁线蕨的生殖过程比较复杂，学生第一次接触孢子囊、孢子、
原叶体等名词，绝大多数同学可能都未亲眼见过，会感到比
较难理解。而且对铁线蕨植物体上不直接生出雌雄性生殖器
官，却是先产生孢子，由孢子萌发形成的原叶体上长出雌雄
性生殖器官，与葫芦藓植株上直接生有雌雄性生殖器官有所
不同，学生会感到更难理解，加上受精过程不易观察到，学
生学习起来就会有较大困难，所以铁线蕨的生殖过程应确定
为本节的难点内容。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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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五

一、教学目标

1.说出人体需要的主要营养物质，知道主要营养物质的作用
和营养物质的食物来源。

2.了解无机盐和维生素的来源和缺乏症状。

4.关注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认同人类的营养物质主要来自生
物圈中其他生物的观点。

二、教学重点

1.营养物质的类别;探究的一般过程及对探究数据的处理。

2.探究活动的组织及如何减少实验的误差是本节的难点。

三、教学准备

教师：将学生分成4～5人的小组，选出组长，并分工负责操
作、记录、处理数据和发言;准备好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的
各种材料、用具。

四、课时分配 2课时

五、 教学过程



(一、食物中的营养物质新 课 第 一网

认真听题，积极思考并举手回答。

讨论：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不同食物所含营养物质的
种类和数量是否相同?通过比较、归纳，得出结论。

设疑、提问、引入新课。

巡视，指导学生查阅有关表格。

大多数学生完成后，引导学生对这两种食物的营养成分进行
比较，并引导学生讨论，适时给予鼓励性评价。

1.1细胞的生活离不开物质和能量。

那么，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与人体细胞所含物质和能量有什么
关系? 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作用和来源糖类、脂肪、蛋白
质都是组成细胞的主要物质，并且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来
源广泛。

在教师指导下看书自学并与同学交流。举出含糖类较多的食
物，写在图iv—18的旁边，再举出含蛋白质较多的食物，写
在图iv—20的旁边。

讨论：细胞的生活离不开物质和能量。

思考：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与体细胞所含物质和能量有什么关
系?

创设情境，指导学生看书。

当大多数学生完成后，组织讨论交流，评价。



(二、探究：测定某种食物中的能量

2.1提出问题

看课本p23中的插图，互相交流，各小组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
并确定问题。

在教师的引导下，明确在探究食物中的能量时，可以从不同
的角度提出问题;提出的问题不同，作出的假设也就不同，实
验的方法步骤也会有区别。

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教师巡回指导。教师到各个小组中进行个性化指导。

2.2作出假设

各小组根据自己小组提出的问题，充分讨论后作出假设。

2.3.制定实施计划

根据小组确定的探究课题，制计划。对制定的计划进行讨论、
完善后，各小组用咱制的装置和教师提供的材料器具，按照
课前的分工进行操作。

2.4得出结论

对实验数据进行记录和分析，得出结论：食物中含有能量，
不同的食物含的能量多少不同。

为学生提供实验材料和用具，指导学生完善探究方案。

提示学生注意安全和尽量减小实验误差。

巡视并对探究过程予以适当的点拨指导。



2.5表达交流

小组代表发言，小组间进行交流。

水与无机盐维生素的种类，缺乏时的病症和相应的食物治疗

对误差人进行反思。

认真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同时产生强烈的探求欲望。

引导学生从各组的报告中发现问题，吸取经验。

指导学生分析误差的原因。

创设疑问，引入教学，激发学习兴趣。

(三、.膳食纤维

根据角色扮演情况，将相关知识填人课本p25表l及p26表2。

组织、引导学生诊断、讨论。

小结

积极发言，谈自己的收获及感想。

练习巩固

自行完成练习，也可小组讨论。

六 教学反思

七年级生物教学方案设计篇六

1、培养学生对生物课的兴趣，为以后的生物教学打下基础，



七年级生物上册《致同学们》教案。

·2、学生初步了解生物课的教学流程，以适应以后的教学。

·激发学生对生物课的兴趣。

·动物彩图，病例资料，书本彩图，课件

教学过程：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什么课啊？（生物课）这是同学们
上初中后新开的课程之一，相信你们都对这新的科目很好奇。
你们喜欢生物吗？生物无处不在，首先，告诉我，在你们的
理解中，生物包括哪些方面呢？（动物，植物，菌类）我们
先来看一些图片。（出示生物发展史）我们生活的家园地球
的历史已经有46亿年了，但我们人类的历史只有一小段，那
么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的那段时期地球上有些什么生物呢？
而这些动物现在还存在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简单介绍）
这些动物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吗？为什么呢？大家想一下。那
生物除了动物之外还有其他吗？像我们漂亮的校园里面都种
满了各种各样的树，为什么有的树能长成几十米高，有的却
长在地上当地毯来观赏呢？除了动物，植物，还有一些我们
看不见的生物在我们身边。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
动物，植物，微生物那都是一些生命的现象，我们书本上
《致同学们》那一页中说到，生物学除了研究这些不同生命
的现象之外，还要研究生命活动规律，生物教案《七年级生
物上册《致同学们》教案》。我们生命活动的规律有哪些呢？
像我们常说多喝牛奶会长高，这就是因为牛奶中含有钙，钙
是我们骨骼中重要的组成成分。我们生物学是农学，医学，
林学，环境科学等等学科的基础，书本上也举了好多生物学
用在其他方面的例子，我们看看图3中的幼儿预防接种，同学
们都有接过种吧？我们为什么要接种呢？接进去我们体内的
其实也是一种病毒，只是它的毒性很小，对我们人体无害，
但是注入这种病毒之后我们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抵抗能力，



以后遇到毒性大的病毒也不怕了。（还有书本上的其他例子
逐步介绍。）

（学生提出问题再讨论解决）

我们生物课是一门新课程，很多同学对生物课的课堂要求不
是很明白，现在我提出几点要求，希望同学们认真遵守：

课前十分钟预习，课堂积极发言（占总分10%）

课外作业按时单独完成（占总分10%）

课堂上的实验课，讨论课可互相讨论问题，但要保持课堂纪
律

实验课，探究课布置的准备工作要做好

教学后记：

课堂上学生气氛还算活跃，对很多新的生物学知识都很好奇，
要注意调节学生的积极性，因为生物课大多安排在下午，下
午的时间学生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多举些有趣的事例来激发
他们的兴趣。

教学反思：

个别班学生气氛很沉闷，因为对书本上，老师介绍的热门话
题不感兴趣，他们没有接触过，要注意调动不同班级的积极
性，对不同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