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汇总10篇)
编写幼儿园教案需要注重教学活动的连贯性和循序渐进性，
使幼儿学习更加有序和有效。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些精心设
计的初中教案范文，希望能够为大家的教学活动提供一些启
示和帮助。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通过对自己及家庭成员的一些性状调查，让学生对遗传现
象进行初步了解，并能够归纳说明性状的概念。

2、初步了解基因、dna和染色体（染色质）之间关系

3、理解在生殖过程中亲代通过生殖细胞携带遗传物质传递给
后代。

4、了解显性性状、隐性性状、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等基本概
念。

5、了解一对基因控制的性状遗传方式。

6、了解人类常见的遗传病和禁止近亲结婚的道理以及有关法
律。

能力目标：

1、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一些性状的观察以及父母、祖父母、外
祖父母的性状调查，继续培养学生的观察、调查的能力。



2、通过对一对相对性状遗传的分析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分析
归纳等思维能力。

3、通过判定常见疾病的致病因素，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的思
维能力。

在观察、探究活动的记录和分组讨论等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情感目标：、通过对遗传物质基础的教学，帮助学生
树立世界是物质的观念。、通过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小组活动，
培养学生合作的科学精神。、通过人类预防遗传病的教学，
对学生进行提高民族素质的教育。教学重点.难点]：重点:染
色体和基因的概念。难点:基因在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传递。

[教学过程]：

[引言]

各位同学新年好啊!同学们你们在春节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
这样的情况,”这小孩长得真像他的爸爸或者妈妈”,那么我
们为什么会长得像我们的父母呢?是否会有共同的规律?比如
说，每种生物是怎样将自己的特征传给后代的?最初的生物是
怎样发生又是怎样演变的?生物能否孤立的生存，生物与环境
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们将在以后的生物课的学
习中探讨这些问题，共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1．调查生物的遗传现象

对于“遗传”这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同学们可以在日常的
观察中发现许多遗传的现象，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儿子
的长相像爸爸，等等。我们知道，不同种类的生物有不同的
形态特征、生理特性，就是同一种生物的不同个体在这些方
面也会有所不同。这些特征，也就是生物体的形态特征或生
理特性称为性状。



在课下，同学们对人的一些性状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
们看到了这些性状在上下代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否也是
遗传现象?这些性状在上下代的传递过程中有没有规律?我们
先来分析这些性状。

[学生活动]

（1）小组讨论。每小组选择一项特征，分析该特征在上下代
传递中有几种方式。比如某

同学的上眼睑是双眼皮，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双眼皮，这是
一种传递方式。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本小
组的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2）全班讨论。各小组介绍小组讨论的结果，所分析的性状
有几种传递的方式；各种性状在上下代的传递中是否有共同
点；将讨论的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做出小结。

性状与父母相同，或者与父母之一相同，这种现象就是遗传。
用生物学的术语叙述遗传这一概念，遗传是指生物的性状传
给后代的现象。

若性状与父母不同，叫做什么?子女为什么会出现不同于父母
的性状?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提出问题，讨论：父母能否直接将具体的性状传给孩子?父母
传给孩子的是什么?

我们在了解人的生殖和发育过程时已经知道，每个人都是由
受精卵发育形成的，而每个受精卵又是由卵细胞和精子融合
而成的。即从生殖发育的过程看，联系父母与子女的结构是
生殖细胞。所以，我们可以说父母的性状是通过生殖细
胞——卵细胞和精子传给后代的。同样，各种生物也是通过
生殖细胞把性状传给后代的。



提出问题：一个小小的生殖细胞为什么可以决定后代具有什
么性状?

我们必须研究细胞内部的结构和细胞所含有的物质。

2．生物的性状与基因和染色体

（1）染色体：

科学家在研究细胞时发现细胞核中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很
容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因此，就将这种物质称为染色体。
科学家还发现各种生物的细胞中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和数目是
不同的。每种生物的染色体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展示人的染色体和果蝇(雌)染色体图：不同生物染色体形态
不同。

展示几种生物染色体的数目：不同生物染色体数目不同。

提问：从以上四种生物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我们可以看到什
么?

各种不同物种生物的细胞中染色体的形态结构和数目是不同
的。同一物种又是相对稳定的。

体细胞染色体数是生殖细胞染色体数2倍，或者说生殖细胞染
色体数是体细胞染色体数的1/2。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二

知识目标：描述染色体、dna和基因之间的关系，举例说出生
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说出基因在亲子代间的传递，说
明人的性别是由性染色体决定的，理解生男生女的问题，学
会分析色盲病的遗传方式，举例说出人类主要的遗传病，了



解近亲结婚的危害和遗传病的预防。

能力目标：尝试通过分析实验现象推导出其包含的生物学本
质，培养学生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逻辑思维方法。尝试运用
逆向推导法，探讨基因的传递。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尝试运用遗传学解释一些遗传现象，
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激发学生深层次地对生命的思考
和对生命的热爱，增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运用科学方法
解释生命科学的有关问题，关注转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
响。能用科学态度看待生男生女的问题，运用所学知识影响
周围人们的旧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性状的概念，染色体、dna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基因的
传递过程，基因控制生物的性状。

难点：基因与性状和染色体的关系，基因的传递过程，基因
控制生物的性状。

课前准备

课前向学生发放一调查表，对自己家庭成员的某些性状进行
调查。调查结果为学生在上课时的讨论分析材料。调查表见
书本：

调查前教师应注意：

1.要求学生如实填写表格中的内容，不能为完成作业而随便
填写。通过这项活动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2.向学生说明如何识别这些性状特征，特别对上眼睑这一特
征中的双眼皮、单眼皮，应说明不是美容后的特征。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引言：在了解生物界的丰富多彩之后，有些同学会提出一些
新的问题：各种生物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是否会有共同的规
律？（比如说，每种生物是怎样将自己的特征传给后代的？
最初的生物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演变的？）生物能否孤立的
生存，生物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们将
在以后的生物课的学习中探讨这些问题，共同寻找这些问题
的答案。

1.遗传的现象：

对于“遗传”这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同学们可以在日常的
观察中发现许多遗传的现象，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
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虎父无犬子；一代没好妻，
三代没好子；种下的黄瓜不会成为葫芦；儿子的长相像爸爸，
等等。

在课下，同学们对人的一些特征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
们看到了这些特征在上下代的连续性。生物体的亲代与子代
之间，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特征的
现象，叫做生物的遗传。这些特征在上下代的传递过程中有
没有规津？我们先来分析这些特征。

【学生活动】

（1）小组讨论。每小组选择一项特征，分析该特征在上下代
传递中有几种方式，比如某同学的上眼睑是双眼皮，他的爸
爸、妈妈也是双眼皮，这是一种传递方式。会不会还有其他
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本小组的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2）全班讨论。各小组介绍小组讨论的结果，所分析的特征



有几种传递的方式；各种特征在上下代的传递中是否有共同
点；将讨论的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做出小结。

2、生物的性状与基因和染色体

遗传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种类的生物有不同的形
态特征、生理特性，就是同一种生物的不同个体在这些方面
也会有所不同。这些特征，也就是生物体的形态特征或生理
特性称为性状。同学们在自己身边到处可以遇到。下面我们
一起来认识生物的性状。

学生活动：同种生物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形式叫做相对性状。

那么你能否举例说出那些属于生物的相对性状？

习题：1）、下列各组性状中，属于相对性状的一组是（d）

a、狗的卷毛和猫的直毛&nb

sp;b、菜豆的白花和菜豆的绿叶

c、豌豆的高茎和菜豆的矮茎d、小麦的有芒和小麦的无芒

2）、下列各组性状中，属于相对性状的是（c）

a.狗的长毛与黑毛b.人体的身高与体重

c.棉花的掌状叶和鸡脚叶d.豌豆的高颈与蚕豆的矮茎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标

1、说出遗传密码的阅读方式。



2、说出遗传密码的破译过程，包括伽莫夫的三联体推断，克
里克的实验推断，尼伦伯格和马太的蛋白质体外合成实验。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教学重点

遗传密码的破译过程，引导学生感受这种思维过程并产生与
科学家的思维共鸣。

（二）教学难点

1、克里克的t4噬菌体实验。

2、尼伦伯格和马太的蛋白质体外合成实验。

三、课时安排

1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研究背景

什么是莫尔思电码呢？它是由美国画家和电报发明人发明的
一套有“点”和“划”构成的系统，通过“点”和“划”间
隔的不同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
请根据莫尔思电码表，将书本中问题探讨中的那段电文译成
英文。

学生：where

are



genes

located

学生：基因位于dna上

要破译一个未知的密码，一般的思路就是比较编码的信息，
即密码和相应的译文。对遗传密码来说最简单的破译方法就
是将dna顺序或mrna顺序和多肽相比较。但和一般的破译密
码不同的是，遗传信息的译文——蛋白质的顺序是已知的，
未知的都是密码。

（二）遗传密码的阅读方式的.探索

1954年，科普作家伽莫夫在理论上尝试了遗传密码的解读，
他设想：若一种碱基与一种氨基酸对应的话，那么只可能产
生4种氨基酸，而已知的天然氨基酸有20种，因此不可由一种
碱基对应一种氨基酸；若2个碱基与一种氨基酸对应的话4种
碱基共有16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不足以编码20种氨基酸；
因此他认为3个碱基编码一种氨基酸就可以解决问题。4个碱
基与一种氨基酸对应的话就会产生256种排列组合。相比较而
言。只有三联体较为符合20种氨基酸。伽莫夫是用数学的排
列组合的方法在理论上作出推测的，后来的实验证实这一推
测是完全正确的。

接下来，人们不禁要问在三联体中的每个碱基只读一次还是
重复阅读呢？以重叠阅读和非重叠方式阅读dna序列会有什么
不同？思考p74的问题：

学生：1个。

如果密码子是重叠的，这一改变又将影响多少个氨基酸？

学生：3个。



学生：将会影响后面所以的氨基酸。

如果插入2个碱基呢？

学生：也会影响后面所以的氨基酸。如果插入3个碱基呢？

学生：将会在原氨基酸的序列中多一个氨基酸

学生：如果插入1个碱基，影响3个氨基酸，多肽比原来正常
多肽多1个氨基酸

学生：如果插入2个碱基，影响4个氨基酸，多肽比原来正常
多肽多2个氨基酸

学生：如果插入3个碱基，影响5个氨基酸，多肽比原来正常
多肽多3个氨基酸

（三）遗传密码的验证（克里克实验）

结合书本74页有关句子中插入英语字母对语句产生的变化来
理解。

当插入1、2个碱基时，会对后面所以的氨基酸产生影响。当
插入3个碱基时，则可能对部分的氨基酸有影响，所以有可能
合成正常功能的蛋白质。

补充遗传密码的特点：

（1）不间断性：mrna的三联体密码是连续排列的，相临密码
之间无核苷酸间隔。

（2）不重叠性：对于特定的三联体密码而言，其中每个核苷
酸都具有不重叠性。不重叠性使密码简单而准确无误。并且
当一个核苷酸被异常核苷酸取代时，不会在肽链中影响多个



氨基酸。

（3）减并性。

（4）通用性。

（5）起始码和终止码：gug作为起始码，到目前为止只在一
种噬菌体蛋白质中发现过，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缬氨酸的密
码子。所以说肽链合成的第一个氨基酸总是甲硫氨酸。

（四）遗传密码对应规则的发现

马太和尼伦伯格和克里克的方法和思路完全不同，他们采用
的体外合成蛋白质的技术

（1）去模板：除去dna和mrna。在细胞提取液中含有核糖
体、atp及各种氨基酸。是一个完整的翻译系统。

（2）加入多聚尿嘧啶核苷酸代替天然的mrna，发现合成了单
一的多肽，既多聚苯丙氨酸。这一结果不仅证实了无细胞系
统的成功，也说明uuu是苯丙氨酸的密码子。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四

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生物共栖现象，弄清生物共栖的原因，
激发学生阅读科普文章的兴趣。

教学重点

了解课文讲述的三种共栖现象，弄清它们共栖的原因。

教学难点

理解什么是共栖。



课前准备

熟读课文，搜集其他生物共栖的资料。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教师引导学生活动设计说明

1.导入新课

2.板书质疑

3.激发自主探究的兴趣学生根据课题提出问题

1.自读课文解决问题

（1）运用学过的方法读懂课文

（2）以表格式进行摘录

（3）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小组内讨论

2．交流学习情况

3．回答什么是共栖学生自学，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并按要
求做笔记。

引导学生通过所填表格总结并发言。

生物共栖指不同物种间互惠共生的现象。



1．学习了课文，同学们一定深有感触，现在，你最想说的一
句话是什么，说给大家听。

2．把你最想说的那句话写在表格的旁边，并表格贴在读书笔
记本上。

学生自由发言，学生做笔记。

意在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树立人与动物和平共处的观念。

提醒学生要注重积累。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举例说出可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并
能说出引起两种变异的原因；举例说出生物的性状既受遗传
物质的控制，又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初步体验调查生物变异
的方法，提高处理调查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以及运用所



学知识解释调查结果的能力；举例说出遗传育种的几种方法，
以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2、过程与方法：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在取样、测量、整理数
据、画曲线图等方面得到训练，并使学生通过实验得出变异
是普遍存在的结论。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关注高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能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解释生活现象。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对花生果实大小的变异的探究。

2、人类应用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

课时安排：2课时

课前准备：

学生课前准备：各种测量长度的工具。

教学器材：（1）许多大小两种花生的果实。

（2）将学生分成2人一组。

（3）准备几种利用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的图片资料

教学过程设计：

教师：中国有句谚语“一母生九子，十个样”，你从这句话
中能悟出什么？

学生：这说的是变异现象。



教师：对，我们今天就来学习生物变异的知识。（板书第五
节生物的变异）

教师：你还知道哪些变异现象？

学生：比如金鱼有许多种，菊花有许多颜色和形态，狗有很
多品种。

教师：说得很好。不同种类的生物固然千差万别，同种生物
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这都源于生物的变异。

教师：我们前面学过的各种相对性状，其实也是通过变异产
生的。下面我们对一种性状的变异进行深入地探究。（板书
一、探究一种变异现象）

教师：按照课前分好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份大花生，一份
小花生，请你选择适当的工具，来测量每个花生的长度。注
意怎样测才能使误差降到最小？同时作好记录。

学生：讨论使用什么样的测量工具，两人合作完成测量工作，
并做好记录。

教师：把你数据进行整理，画出曲线图，找出最大值、最小
值并计算出平均数。

教师：通过测量你发现了什么？

学生：看着差不多的花生却有大有小。

教师：是的，这下你就认识到了生物性状的变异是普遍存在
的。（板书生物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

学生：学生思考，分析原因。

教师：生物的一些相对性状表现出的是数量差异（如大小花



生的果实大小）。由于任何性状都是控制该性状的基因与环
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基因组成相同的大花生（或小花生）
果实的长度有长有短，这主要是环境引起的变异。但环境引
起的变异程度是有限度的，所以大花生（或小花生）的果实
大小总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学生：大花生的大，小花生的小。

教师：正常情况下，大花生果实长度的平均值应大于小花生
果实的平均值。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遗传物质的差异引起的。

教师：从以上的分析讨论中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学生：花生果实长度的变异，有的是环境引起的，有的是遗
传物质的变化引起的。

教师：同学们再想一想，这两种变异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学生：由遗传物质改变引起的变异应该可以遗传，仅由环境
引起而遗传物质未发生改变的变异是不能遗传的。

教师：是的。（板书变异的原因和类型）

教师：人们在了解了遗传变异的原理后可以把它应用在培育
新品种上，请同学们来看书上的例子。（板书二、人类应用
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

学生：看图片，思考其中的道理。

教师：由于遗传物质的变异，不同品种或同一品种的奶牛控
制产奶量的基因组成可以不同，通过人工选择可以将产奶量
高的奶牛选择出来（含有控制高产奶量的遗传物质），通过
繁育，后代还会出现各种变异，再从中选择、繁育，数代后
奶牛不但能够保持高产奶量，甚至会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教师：大家再来看看小麦的杂交育种是怎么回事？

学生：通过杂交，把好的基因组合在一起，即后代既高产又
抗倒伏。

教师：同学们判断正确。那太空椒又是怎么产生的？

学生：观察图片，思考。

教师：太空椒是在太空条件下，引起基因发生改变而培育成
的新品种。

学生：就是基因突变吧？

教师：对，基因突变可以引起生物的变异。还有染色体的改
变也可以引起变异。利用遗传变异的原理培育新品种的方法
还有许多，同学们课后可以查阅资料，一起交流。

教师：出示“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图片或有关录像资料，
使学生认识到我国科学家的伟大和科技造福人类的实例。

教学点评：

该教学案例较好的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的教改
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学法的指
导，让学生体验调查生物变异的方法，提高处理数据和分析
数据的能力，倡导探究性学习，分析资料，引导学生讨论、
交流，层层深入，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六

l知识与技能：通过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和噬菌体侵染细菌
的实验，理解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l过程与方法：通过重演
科学家发现dna是主要遗传物质的过程，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



和实验设计的基本步骤。培养学生向专家型思维的转化，对
相关项目问题及知识点能够运用知识解构的方法进行初步的
探索；培养其较强的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及表达信息的能力。

l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遗传信息的了解，使学生能正确
理解生命的本质，逐步形成生命世界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观
点，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懂得尊重生命、欣赏生命、热爱生
命的价值观。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七

课堂小结：

认识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控制显性性状的基因（显性基因），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控制隐性性状的基因（隐性基因），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分析基因对生物性状的控制

显性性状只有一个显性基因就能表现如：aa或aa。

只有两个隐性基因在一起时才表现隐性性状，如：aa。

板书设计：

1、认识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显性基因——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隐性基因——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2、分析基因对生物性状的控制



aa或aa——显性性状

aa——隐性性状

作业：绩优学案（教材自主学习）

教学反思：

这是生物的遗传第3课时，前面已将遗传现象、性状、相对性
状；染色体、基因及dna三者的关系、染色体及其携带的基因
是通过生殖活动实现的等相关内容都已介绍完毕，这节课的
重点就是理解基因的显、隐性及分析基因对生物的性状是如
何控制的。

本节课仍然是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说起，纯种高茎豌豆产生
的后代是高茎。纯种矮茎豌豆产生的后代是矮茎。纯种高茎
豌豆和纯种矮茎豌豆杂交产生的第一代后代是高茎。第一代
后代再自交产生的后代有高茎和矮茎，由此孟德尔认为性状
有显性、隐性之分，控制性状的基因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从而得出基因的显、隐性。通过分析豌豆实验中基因对性状
的控制规律，得到显性性状只有一个显性基因就能表现和只
有两个隐性基因在一起时才表现隐性性状这样两条规律。

可以让同学根据父母的情况分析子女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而
验证自己调查的准确性。

整节课是层层递进，一步一个脚印，老师讲得流畅富有激情，
学生听得认真配合默契。不足之处：内容结束的稍早了几分
钟，可以两手准备多提供一些习题，灵活使用。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八

教学目的：



1、认识本课7个生字。能联系上下文理解“朝夕与共、和睦
相处、皱裙、寝食不安、孵卵育雏、雏鸟、有利可图”等词
语的意思。。

2、能正确朗读课文。

3、了解生物共栖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能悟出大自然中的事
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道理。从而对探求自然奥秘和
学习科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

教师准备：生字词卡片或小黑板、投影片,并适当搜集相关图
文资料。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检查字词预习情况。其中强化“共栖、朝夕与共、和睦相
处、皱裙、雏鸟、孵卵育雏、剔牙”等词语的认读,理解词语
的基本意思。

二、引导把握全文,交流阅读体验。-

1、什么是“共栖”?课文说的是“有趣的生物共栖现象”,那
么说了哪儿种生物共栖现.象呢?同学们自己迅速地看全文,再
在小组里讨论一下。反馈。

((1)犀牛“黑色小鸟〈犀牛鸟〉;(2)鳝鱼”燕千鸟〈牙签鸟〉
;(3)金黄鼠百舌鸟。)

2、交流阅读体验。同学们把自己阅读时最感兴趣的内容和小
组的同学交流一下,组长组织小组的同学一个一个地说(学生
交流,教师巡视,搜集反馈信息,调控教学过程。



三、阅读体验,点拔难点,突出重点。

1、请学生找出自己最感兴趣的共栖现象,把它读其他学生昕,
再说说它们为什么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学生自发起来读自己
最感兴趣的内容,并简要说说自己的感受。教师给予激励性评
价,同时相机利用课文插图等图片点拨、诱导,并适当板书。)

2、自主朗读,巩固认识。学生找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段落,再练
习读一读。(教师巡视。)

3、组织深入理解、探究。

(1)同学们,你们今天读得很好。老师想提出一个问题让同学
们讨论一下:你们在生活中还昕到过、或是看到过类似我们课
文中说到的生物共栖现象吗?先互相说说,交流一下。-(教师
巡视,搜集信息,以便调控下一步的教学。)

(2)反馈、点拨。根据学生的发言适当点拨,最后教师自己也
可以简单列举几种其他的生物共栖现象。

(3)通过今天的课,同学们想想,这些生物共栖现象说明了什
么?(生物世界是有联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依存。

板书设计：

14、有趣的生物共栖现象

凶猛强大的巨兽

朝夕与共，和睦相处（互惠互利）

弱小无比的小雀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九

教学目标：

生物的遗传（第3课时）教案

生物的遗传（第3课时）教案

基因组成是dd的个体只表现d控制的性状不表现d控制的性状，
但d不受d影响还会继续遗传下去。

分析基因对生物性状的控制

能卷舌为显性基因，用r表示

不能卷舌（平舌）为隐性基因，用r表示

能卷舌的基因组成：rr或rr，平舌的基因组成：rr

生物的遗传（第3课时）教案

课堂小结：

认识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控制显性性状的基因（显性基因），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控制隐性性状的基因（隐性基因），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分析基因对生物性状的控制

显性性状只有一个显性基因就能表现如：aa或aa。

只有两个隐性基因在一起时才表现隐性性状，如：aa。



板书设计：

1、认识基因的显性和隐性

显性基因――大写英文字母表示。

隐性基因――小写英文字母表示。

2、分析基因对生物性状的控制

aa或aa――显性性状

aa――隐性性状

作业：绩优学案（教材自主学习）

教学反思：

这是生物的遗传第3课时，前面已将遗传现象、性状、相对性
状；染色体、基因及dna三者的关系、染色体及其携带的基因
是通过生殖活动实现的等相关内容都已介绍完毕，这节课的
重点就是理解基因的显、隐性及分析基因对生物的性状是如
何控制的。

本节课仍然是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说起，纯种高茎豌豆产生
的后代是高茎。纯种矮茎豌豆产生的后代是矮茎。纯种高茎
豌豆和纯种矮茎豌豆杂交产生的第一代后代是高茎。第一代
后代再自交产生的后代有高茎和矮茎，由此孟德尔认为性状
有显性、隐性之分，控制性状的基因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
从而得出基因的显、隐性。通过分析豌豆实验中基因对性状
的控制规律，得到显性性状只有一个显性基因就能表现和只
有两个隐性基因在一起时才表现隐性性状这样两条规律。

可以让同学根据父母的情况分析子女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而



验证自己调查的准确性。

整节课是层层递进，一步一个脚印，老师讲得流畅富有激情，
学生听得认真配合默契。不足之处：内容结束的稍早了几分
钟，可以两手准备多提供一些习题，灵活使用。

生物的遗传现象教案篇十

引言：在了解生物界的丰富多彩之后，有些同学会提出一些
新的问题：各种生物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是否会有共同的规
律？（比如说，每种生物是怎样将自己的特征传给后代的？
最初的生物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演变的？）生物能否孤立的
生存，生物与环境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们将
在以后的生物课的学习中探讨这些问题，共同寻找这些问题
的答案。

1.遗传的现象：

对于“遗传”这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同学们可以在日常的
观察中发现许多遗传的现象，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龙生
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虎父无犬子；一代没好妻，
三代没好子；种下的黄瓜不会成为葫芦；儿子的长相像爸爸，
等等。

在课下，同学们对人的一些特征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
们看到了这些特征在上下代的连续性。生物体的亲代与子代
之间，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特征的.
现象，叫做生物的遗传。这些特征在上下代的传递过程中有
没有规津？我们先来分析这些特征。

?学生活动】

（1）小组讨论。每小组选择一项特征，分析该特征在上下代
传递中有几种方式，比如某同学的上眼睑是双眼皮，他的爸



爸、妈妈也是双眼皮，这是一种传递方式。会不会还有其他
的方式，大家可以根据本小组的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

（2）全班讨论。各小组介绍小组讨论的结果，所分析的特征
有几种传递的方式；各种特征在上下代的传递中是否有共同
点；将讨论的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做出小结。

2、生物的性状与基因和染色体

遗传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种类的生物有不同的形
态特征、生理特性，就是同一种生物的不同个体在这些方面
也会有所不同。这些特征，也就是生物体的形态特征或生理
特性称为性状。同学们在自己身边到处可以遇到。下面我们
一起来认识生物的性状。

学生活动：同种生物同一性状的不同表现形式叫做相对性状。

那么你能否举例说出那些属于生物的相对性状？

习题：1）、下列各组性状中，属于相对性状的一组是（d）

a、狗的卷毛和猫的直毛&nb

sp;b、菜豆的白花和菜豆的绿叶

c、豌豆的高茎和菜豆的矮茎d、小麦的有芒和小麦的无芒

2）、下列各组性状中，属于相对性状的是（c）

a.狗的长毛与黑毛b.人体的身高与体重

c.棉花的掌状叶和鸡脚叶d.豌豆的高颈与蚕豆的矮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