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体的免疫功能教案济南版(精
选8篇)

高二教案的编写要注重教学环节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提供多
样化的学习方式和评价形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
经典的一年级教案，希望能给您的教学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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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黎华作者单位：顺昌一中简介：这是用武汉凡高公司
“课件大师5.07”制作的课件。

课件画面优美，形象生动，使用方便，互动性强。

请解压后保存在d盘根目录下，否则将有些链接不上。使用最
佳分辨率1024×768。

相关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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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十五中的同学一起来
学习，相信这节课我们会合作愉快！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一段录像。（录象放映结束）什么是免疫？
免疫又有什么功能呢？就是这节课我们要研究的内容——人
体的免疫功能。

展示资料1：~出示问题1，学生阅读教材思考，回答。

放映动画：皮肤，纤毛的作用。



构成人体第一道防线结构有哪些？各有什么功能呢？师生共
同总结。

展示资料2：~出示问题2，学生阅读教材思考，回答。

放映动画：溶菌酶，吞噬细胞的作用。

构成人体第二道防线结构有哪些？各有什么功能呢？师生共
同总结。

展示资料3：~出示问题3，学生阅读教材思考，回答。师生共
同完成抗体产生的过程。

抗原与抗体之间有什么关系？抗体有什么特性？学生回答。

下面通过动画的形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抗体产生的过程？放
映动画：特异性免疫。师生共同总结：特异性免疫。

你说我说：学生回答

我来试试：……….带着这个问题观看动画。

放映动画：人体的三道防线（提前找学生来配音：一个代表
人体防线的各个结构，一个代表侵入人体的病原体）

两者的区别，师生共同总结。

展示提示：学生阅读后回答；

展示图片1，学生观察思考：此图片展示出免疫的什么功能？

展示图片2，学生观察思考：此图片展示出免疫的什么功能？

展示图片3，学生观察思考：此图片展示出免疫的什么功能？



过渡：免疫是人体的一种防御功能？不同人的个体之间的差
异，导致免疫功能的强弱有差异，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免疫功
能也有很大差异，比如：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功能就弱些？
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我们的少年儿童的免疫能力，保护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学生回答。

什么是计划免疫？学生回答，

说出计划免疫程序表中，各种疫苗预防的疾病？学生回答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儿童的预防保健工作，展示图片1、2国家
领导人率先垂范，给幼儿园的儿童喂食糖丸。

计划免疫的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学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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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也称红血球，在常规化验英文常缩写成rbc，是血液中
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同时也是脊椎动物体内通过血液运
送氧气的最主要的媒介，同时还具有免疫功能。哺乳动物成
熟的红细胞是无核的，这意味着它们失去了dna。红细胞也没
有线粒体，它们通过分解葡萄糖释放能量。运输氧气，也运
输一部分二氧化碳。运输二氧化碳时呈暗紫色，运输氧气时
呈鲜红色。红细胞会生成于骨髓之内，开始在白细胞内生长。
红细胞老化后，易导致血管堵塞，所以会自动返回骨髓深处，
由白细胞负责销毁;或是在经过肝脏时，被枯否细胞分解成为
胆汁。

红细胞有免疫功能的原因：

人体免疫系统能识别、排除细菌或病毒及自身衰老变性成分等
“异己物质”，使人体维持稳定的生理平衡。免疫系统有细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类。红细胞的免疫功能，既不同于两者，
但又有联系。红细胞是血液中运输氧和二氧化碳的主要工具，



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但红细胞也有免疫功能，恐怕许多
人还不了解。归纳起来，其免疫功能有3个特点：

(1)红细胞对细菌、病毒等抗原性异物的侵入，可产生与此相
应的抗体，并与抗原结合成免疫复合物，再通过血清中的补
体与红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将它带至肝脏等处进行清除。
由于红细胞为数众多，而且受体95%处在表面，与免疫复合物
相遇的机会比白细胞要大1000倍。

(2)能通过红细胞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的特点，直接消灭所粘
附的抗原性异物。

(3)红细胞的存在，可大大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红细胞
的免疫功能，还可从某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得到证明，
如因遗传因素而引起的红细胞表面受体较少的人，红细胞免
疫功能低下，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自身免
疫性疾病，以及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和肝癌
等恶性肿瘤疾病的发病原因之一。为此，有的医院已将检测
红细胞免疫功能作为评估病人免疫力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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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识回顾】

1、细胞免疫过程主要依靠哪些细胞？

2、体液免疫过程主要依靠哪些细胞？

【新知导学】

1、列表比较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的关系。

项目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作用对象

产生效应的细胞

产生效应的方式

相互关系

2、什么叫免疫接种？

3、免疫方式包括哪两种？

4、什么叫过敏反应？

5、aids的中文名称是什么？

6、hiv的遗传物质是什么？是如何复制的？

7、艾滋病传播有哪些途径？

【反馈检测】

1、下图是两次注射同一种抗原后，人体内产生的.抗体情况。
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第二次注射同一种抗原后，记忆细胞大量形成浆细胞

b.与第二次相比，第一次注射抗原产生的抗体效率低，保持
时间较短

c.图中说明预防接种往往需注射同种抗原2至3次，每次要隔
一定时间

d.图中说明抗原接种量越大，产生的抗体越多



2、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常用hla表示b.主要侵犯人体t细胞

c.常用aids表示d.先使体液免疫功能严重缺损，继而影响细胞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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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组织

c．器官

d．系统

答案：a

【相关阅读】

细胞（英文名：cell）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如今比较普遍的提法
是：细胞是生物体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已知除病毒之外
的所有生物均由细胞所组成，但病毒生命活动也务必在细胞
中才能体现。一般来说，细菌等绝大部分微生物以及原生动
物由一个细胞组成，即单细胞生物；高等植物与高等动物则
是多细胞生物。细胞可分为两类：原核细胞、真核细胞。但
也有人提出应分为三类，即把原属于原核细胞的古核细胞独
立出来作为与之并列的一类。研究细胞的学科称为细胞生物
学。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细胞为鸵鸟的卵子。细胞的繁殖方式
有直接分裂、间接分裂和减数分裂，组成细胞的元素分别是c、
o、h、ca、n、k、p、mg、si，其中o、c、h、n四种元素占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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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过程：真实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

10月30号有幸聆听了省基本功、省评优课一等奖获得者――
江阴南菁初中xx老师的一节课―《人体的免疫防线》。虽然
听课前，自己在日常教学中也多次教授过本节内容，研究过
教材、课标，也梳理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简要教学框架，即：

（2）模拟探究皮肤是――道保护屏障―引导学生用苹果设计
实验；呈现教师预做实验的结果；学生分析现象，得出结论。

（3）图文解释皮肤具有保护作用的结构原因，并引导学生分
析第一道防线的组成。

（4）结合生活中的实例――发炎引导学生理解第二道防线的
组成和功能。

但是，听了xx老师的课后，不禁感叹：课还可以这样上，太
有创意了！xx老师通过精心打磨的三颗“大珍珠”将本节课演
绎成了一场饕餮盛宴。

第一颗：“猪皮阻挡墨汁”实验：学生动手做模拟实验，以
此类比“人类皮肤抵御病原体”，进而推理人类皮肤的功能。

第二颗：乳酸菌接种鸡蛋实验：以兴趣小组提前做此实验的
视频呈现。学生眼见为实，明白了鸡蛋的卵壳和卵壳膜也具
备阻挡病原体入侵的作用。教师针对第三组实验结果质疑：
去掉卵壳、卵壳膜的鸡蛋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很快变质，为
什么？通过鸡蛋清中含溶菌酶的事实自然过渡到第二道防线。

第三颗：牛蛙白细胞吞噬黑墨水实验：教师团队做了预实验，
即从牛蛙背部淋巴囊注射墨汁，4小时后抽血观察现象。监控
数小时，终于拍摄到了白细胞吞噬墨汁的画面，以视频形式



呈现给学生。此外，课上也让学生亲手制作血液装片，然后
在数码显微镜下寻找白细胞吞噬墨汁的画面。

听课结果

学生参与“猪皮阻挡墨汁”实验的积极性很高，而且通过亲
历实验，能较准确地得出实验结论，并以此推理出人类皮肤
的功能。

为了让学生能成功制作血液装片，并在数码显微镜下找到白
细胞吞噬墨汁的画面，学生实验前，教师给予了充分的指导：
播放视频，展示教师团队的预实验；呈现显微镜下的`血液图
片，指导学生辨认白细胞；播放制作血液临时装片的视频，
指导学生实验操作；现场教授学生数码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有了教师的充分指导，在实际操作时，大部分学生都能收获
成功的体验，心情很激动。

听课感受及建议

1、勇于突破教材，创设更真实的'情境

模拟探究皮肤是一道保护屏障中，教材选用的材料是苹果，
因为果皮与人体的皮肤有相似的特征，可以由苹果皮的功能
推理出人体皮肤的功能。但是，很显然，猪皮与人体的皮肤
结构更接近，于是xx老师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佐证自己的想
法，还找出临床上用猪皮给人植皮的新闻报道，播放给学生
观看，让学生理解教师选择材料的初衷和理由。

2、勤于动手实验，提供更科学有力的资料

生物是一门实验学科，教师扪心自问：养过兔子吗？亲自调
查过土壤里的小动物吗？抓过蝗虫吗？研究过长骨的结构
吗？xx老师的团队，监控4小时，终于拍到了数码显微镜下牛
蛙血液中吞噬细胞吞噬墨汁的场景。将视频加速后，播放给



学生观看，这真是宝贵的科学的学习资料。教师还绘制了3只
牛蛙血液中白细胞数量变化曲线，引导学生分析原因，领会
第二道防线的功能。教师除了亲自做实验外，还应该带领学
生动手做实验，真正在学生中开展探究活动。学生只有亲历
实验，他们的印象才会更深刻，体验才会更真实，收获才会
更丰富。

xx老师的这节课节奏紧凑，整堂课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干货
满满，听后大开眼界。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一点课堂
生成性，比如，并没有让学生设计模拟实验的方案，而是直
接呈现方案，由学生动手实施方案。xx老师在说课中也提到了
这点，但是她认为，要想突出自己的亮点，内容或课堂设计
上必然要有取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自己在教学上，通
过耳朵听、眼睛看、脑子想，向更多优秀的同行学习，不断
进步，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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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免疫防线

课题人体的免疫防线主备人参与者

课型新授课使用时间教者

学习目标1、概述人体免疫的概念和作用。

2、举例说明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

3、描述计划免疫，列举计划免疫的实例，认同计划免疫的意
义。。

重难点重点：1、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的区别。



2、计划免疫的意义。

难点：特异性免疫和免疫的概念。

教法讲授法

学法自主学习法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主要环节)

集体备课个性展示

自主学习

2、什么是非特异性免疫?包括哪两大部分?

3、人体的第三道防线：特异性免疫的特点：

4、什么是抗体?什么是抗原?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合作

探究

点拨

(1)为什么患过水痘的人能抵抗水痘病毒的再次侵袭?

(2)患过水痘的同学对腮腺炎有同样的抵抗力吗?

(3)人体的免疫器官及免疫细胞的组成及作用是什么

练习达标1、凡是能刺激人体产生抗体的'物质，叫做



a病原体b病毒c抗原d病菌

2、能产生抗体的细胞是

a红细胞b淋巴细胞c吞噬细胞d血小板

3、烧伤病人常用自身皮肤进行植皮治疗，不植入外来皮肤是
因为

a、神经血管不易接通b、外来皮肤相当于抗原

c、外来皮肤含菌量大d、会产生免疫反应

4、将他人的器官移植到患者体内，一般不宜成活，这种免疫
属于免疫。从现代免疫的概念看，移植的器官相当于。

拓展提升根据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研究牲口炭疽病的实验，回
答：

(1)实验中甲组绵羊在第二次注射后没有发病，这一现象属于
免疫，其原理是。

(2)甲组绵羊第一次注射的是毒性较弱的炭疽病病原体，它进
入羊体作为起作用，使体内产生的具有免疫力的物质，其化
学成分是。

(3)乙组绵羊在实验中起的作用是。

作业设计a、什么是计划免疫?

b、你打过预防针吗?举三个例子。

c、什么是非特异性免疫?包括哪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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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路：

自从班里多了一个人体内脏模型之后，这个模型便成了班里
儿童平时议论最多的话题。在儿童看来内脏器官对他们来说
是很神秘的，他们很想去了解内脏各器官都有何功能，它们
担负着什么任务，而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探究欲望
日渐强烈，他们希望了解自己的身体，为此，我们设计了此
项活动。

活动目标：

1.让儿童认识内脏器官的名称。

2.让儿童对人体内脏各部分功能有初步了解。

3.初步培养儿童保护内脏各器官的意识。

活动准备：

1.事先排练一个有6名儿童参加的小品《内脏在争吵》。

2.人体内脏器官模型1个、内脏器官图片、布帘。

活动过程：

一、请你记住我的名字。

1.师：我的肚子好痛呀~~好象我的肝、心脏、胃都跳出来了，
哎呀~~肚子好痛呀！（老师装做肚子痛）

2.听！是谁在争吵？（布帘拉开）出现6名扮演内脏各器官的
小朋友，他们争争吵吵互不相让，都说自己在人身体中最重



要，都说自己的贡献大。（这时老师出来阻止他们的争吵）

3.师：小朋友们看他们都是我们身体中哪个器官？你们能说
出他们的名字吗？（请几位儿童回答）

幼：这是心、这是肝、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1

师：那我们就请他们来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6名扮演内脏
器官的小朋友们依次向儿童介绍自己的名称）

附：每位扮演内脏器官的儿童身上都贴有他们所扮演内脏的
图片。

二、让儿童了解内脏的功能。

1.内脏器官自我介绍完后，儿童对各器官名称有了初步认识。

肝：我们内脏都说觉得自己的贡献大，对人体最重要！所以
就吵起来了。

师：哦，原来是这样，那好，你们说说自己都有何功能？对
人体的贡献又有多大？让我们今天来的小朋友们给你们当裁
判评一评是谁的贡献大。小朋友们可要记清楚每一个内脏器
官的功能，做一名优秀的小裁判员呀！

2.让扮演内脏器官的儿童依次将自己的功能介绍给儿童。

师：谁先来介绍自己呢？（肺举手说先来）

肺：我害羞，我还是将自己的功能悄悄告诉老师，让老师来
讲给你们听吧！（扮演肺的儿童贴在老师耳边说）

儿童：是，我们不能没有肺，它很重要。

心脏：哼！我才不服气呢！



师：好了别生气，哪位小朋友知道心脏都有什么功能呢？
（请儿童之间进行讨论）

儿童：没有心脏我们不能活了，心脏不跳人就死了。

师：心脏是维持血液循环的，它能把人体所需要的营养通过
血液输送到全身，让身体每个细胞都吃饱喝足。小朋友们看
心脏长的像什么呀？（将模型心脏展示给儿童看）

儿童：像大桃子。

师：是很像桃子，而且心脏的大小与自己拳头差不多位于胸
腔中部偏左。小朋友可要记住呀！

小肠：对呀！我就像一个长长的过滤袋，能将人体需要的所
有营养统统网住！

儿童：大肠能吸收营养吗？

大肠：不能的'！人体的大便是在我这形成的，小朋友们可要
记清楚，不要弄错呀！

儿童：对，肝真棒，能做这么多工作。

三、保护内脏很重要。

1.听完内脏器官的介绍后，让儿童自己进行讨论，看谁对人
体的贡献最大对人体最重要。

儿童：我们觉得这些内脏对我们都很重要，离开谁我们都活
不了。

师：看来你们都有自己的功能，我们人体不能没有你们，以
后你们不能在争吵了，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吧。（6
位扮演内脏的儿童退回布帘后，将内脏模型放置原位）



2.如何保护我们的内脏呢？请儿童说一说自己有什么办法。

儿童：多锻炼身体，好好吃饭，不吃不干净的食物。

师：总结。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心肺功能

不要吸烟——让肺自由呼吸

不吃过冷、过热的事物，注意饮食卫生——保护胃、肠及肝
脏功能

延伸活动：

加强体育锻炼，注意饮食卫生，让小朋友们去告诉自己的爸
爸不要吸烟，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及他人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