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 人教版八年级
物理弹力教案(大全11篇)

知识点总结可以让我们对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和困惑进行反思，
及时调整学习策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如果你对知识点
总结还不够熟悉，可以参考以下范文，了解一下如何写一篇
好的总结。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一

这节课既是对杠杆知识的延伸，又为后面学习“功的原理和
机械效率”做准备。所以本节课在十一章中起到承上启下的
重要作用。

为了达到这个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把杠杆和滑轮的实质
对比着讲解，加深理解，并在实验探究中突出滑轮做功的特
点，以便引出“功的原理”。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认识定滑轮和动滑轮，能识别生活中常见的滑轮。

2、会根据要求使用定滑轮和动滑轮。

3、能根据滑轮的特点解决简单问题。

2、过程与方法

1、了解滑轮的结构。

2、理解定滑轮、动滑轮的特点和作用。



3、学习处理数据和信息的方法，有初步处理信息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在实验探究中，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分析
数据，感受收集数据信息的重要性。

2、通过了解滑轮的应用，初步认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
的作用。

三、学情分析

1、基础

学生已经学习了杠杆的有关知识，初步掌握了探究实验的方
法和技能，但不一定有独立的实验能力。

2、障碍

1、由于实验误差导致的数据偏离，可能使学生无法得出正确
的实验结论。

2、对滑轮的特点认识不足，无法正确的应用到实践中去。

3、方法

定性认识：课件播放理想的演示实验

定量认识：用自制教具现场做演示实验

四、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自制仪器的实验探究、分析归纳得出定滑轮、
动滑轮的特点教学难点：根据滑轮的特点解决简单问题。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二

教学目标：

1.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2.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3.演练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教学重点：把握演讲词的内容特点。

教学难点：品析演讲词的语言技巧。

教学环节：

一、感知——了解演讲词

(一)演讲词的概念和特点

演讲词，是指在重要场合或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文稿。它
的特点有：

1.内容上，鲜明的观点、具体的事例和清晰的思路;

2.语言上，运用说话的技巧使语言风趣幽默，魅力四射。

(二)文章内容梳理

完成表格

二、品讲——欣赏风趣幽默的语言

1.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各位呢，上午八、
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本科生;硕士生呢，九、十点钟的太阳;



博士生呢，十点、十一点钟，如日中天的太阳。

2.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弄错
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
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

3.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
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逸
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作雄辩，凡人就是
狡猾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作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
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
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
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

4.所以多数情况下，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还能说服他，对
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难说服他，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
阳奉阴违的办法，一旦干到具体的活儿，他根本不清楚里头
怎么回事。

……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
已经堕落到了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

……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
情。

5.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
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三、演练——运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运用“设问+排比+对比”的组合手法仿写一段话来表达你的
一个观点，并尝试着讲出来。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三

1.知识与能力了解和认识英国向中国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
严重危害。掌握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认识中英《南京条
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过程与方法通过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和中英《南
京条约》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
过程，培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英国向中国鸦片的史实，认识资本主
义发家史的肮脏和血腥，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唯利是
图的本质。学习林则徐虎门销烟、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
的爱国主义精神。汲取鸦片战争“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
训，培养忧患意识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感。

教学重难点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四

一、电能

1、电能可能同其它形式的能量转化而来，也可以转化为其它
形式的能量。

2、电能用w表示，常用单位是千瓦时(kwh)，在物理学中能量
的通用单位是焦耳(j)，简称焦。1kwh=3.6106j。

3、电能表是测量一段时间内消耗的电能多少的仪
器。a、“220v”是指这个电能表应该在220v的电路中使
用;b、“10(20)a”指这个电能表的额定电流为10安，在短时间
内最大电流不超过20安;c、“50hz”指这个电能表在50赫兹的交
流电路中使用;d、“600revs/kwh”指这个电能表的每消耗一千



瓦时的电能，转盘转过600转。

4、电能转化为其他形式能的过程是做功的过程，有多少电能
发生了转化，就说电流做了多少功。实质上，电功就是电能，
也用w表示，通用单位也是焦耳，常用单位是千瓦时。

二、电功率

1、电功率是表示消耗电能的快慢的物理量，用p表示，单位
是瓦特，简称瓦，符号是w。常用单位有千
瓦(kw)。1kw=103w1马力=735瓦。电功率的定义也可以理解
为：用电器在1秒内消耗的电能。

2、电功率与电能、时间的关系：p=w/t在使用时，单位要统
一，单位有两种可用：(1)、电功率用瓦(w)，电能用焦耳(j)，
时间用秒(s);(2)、电功率用千瓦(kw)，电能用千瓦时(kwh，度)，
时间用小时(h)。

3、1千瓦时是功率为1kw的用电器使用1h所消耗的电能。

4、电功率与电压、电流的关系公式：p=iu单位：电功率用
瓦(w)，电流用安(a)，电压用伏(v)。

5、用电器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的电功率(或者说用电器正常
工作时的电功率)，叫做额定功率。

三、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1、测量小灯泡电功率的电路图与测电阻的电路图一样。

2、进行测量时，一般要分别测量小灯泡过暗、正常发光、过
亮时三次的电功率，但不能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计算电功率，
只能用小灯泡正常发光时的电功率。



四、电和热

1、电流通过导体时电能要转化成热，这个现象叫电流的热效
应。

2、根据电功率公式和欧姆定律，可以得到：p=i2r这个公式表
示：在电流相同的条件下，电能转化成热时的功率跟导体的
电阻成正比。

3、当发电厂电功率一定，送电电压与送电电流成反比，输电
时电压越高，电流就越小。此时因为输电线路上有电阻，根
据p=i2r可知，电流越小时，在电线上消耗的电能就会越少。
所以电厂在输电时提高送电电压，减少电能在输电线路上的
损失。

4、电流的热效应对人们有有利的一面(如电炉、电热水器、
电热毯等)，也有不利的一面(如电视机、电脑、电动机在工
作时产生的热量)。我们要利用有利电热，减少或防止不利电热
(如电视机的散热窗，电脑中的散热风扇，电动机的外壳铁片
等)。

五、电功率和安全用电

根据公式i=p/u可知，家庭电路电压一定时，电功率越大，电
流i也就越大。所以在家庭电路中：a、不要同时使用很多大功
率用电器;b、不要在同一插座上接入太多的大功率用电器;c、不
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而且保险丝应该在可用范围内
尽量使用细一些的。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五

第三节开花和结果

教学目标



1.在自主性学习和科学探究活动中，概述出花的主要结构。

2.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推测描述出传粉和受精的过程，从而
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3.模拟人工辅助传粉，认同花、果实、种子对被子植物传种
接代的重要意义，养成爱护花的良好习惯。

重点和难点

1.雄蕊和雌蕊(花蕊)与果实和种子形成的关系。

2.受精的过程及受精后子房的发育。

3.爱花习惯成为学生的一种自觉行动。

一、花的结构

1.花托2.萼片3.花瓣4.雄蕊5.雌蕊

小结：花的主要结构是雄蕊和雌蕊。

方案一：两人合作，结合书中的插图，按照由下向上、由外
向内的顺序，观察、解剖桃花(鲜花、冰冻鲜花或浸制标本)
或当地常见的典型的一种被子植物的花。认识花的各部分结
构，相互交流，概述出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

方案二：四人合作，根据假设，结合书中的插图，按照由下
向上、由外向内的顺序，观察桃花模型，认识花的结构，分
析、交流，明确雌蕊与果实和种子形成的关系，验证假设，
概述出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

方案三：结合生活实际，自主性学习，回忆平时常见的被子
植物的花，对照彩图进行联想、观察，认识花的结构，相互
交流合作，解答疑惑，概述出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



方案四：两人合作，结合书中的插图，按照由下向上、由外
向内的顺序观察花的结构，对照已经解剖开的桃花(鲜花或挂
图)黏贴图，根据疑惑，进一步认识花的结构，概述出雄蕊和
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组织学生画花、说花，围绕困惑：与
果实和种子形成有关的结构可能是什么?进行学法指导，利
用cai组织学生探究花的结构，巡视指导，帮助学生得出结论。
利用桃花模型质疑：假如一朵花的雌蕊被害虫吃掉了，它还
能发育成果实吗?请学生运用科学探究的方法，观察模型，认
识结构，检验假设，得出结论。

用优美的诗句带领学生回到那鲜花盛开的季节，充分调动学
生的逻辑思维和观察能力，请学生带着疑惑，自学、相互交
流，认识花的结构，明确雄蕊和雌蕊是花的主要结构。

用花的黏贴图引导学生思考花是怎样结出果实的?组织学生合
作探究花的结构。由于花粉和胚珠的结构不易看到，在探究
时要注意联系实际，用挂图或板图进行说明，帮助学生加深
理解。

二、传粉和受精

1.传粉：花粉从花药落到雌蕊柱头上的过程。

2.受精：精子和卵细胞相融合的过程。

方案一：调动经验储备，运用逻辑思维能力，想像、回忆，
用精炼、生动的语言，描述(虫媒花和风媒花)传粉的过程，
在教师指导下，进一步了解传粉过程，总结出什么是传粉。

方案二：根据问题，仔细观看录像(cai课件)，合作交流，描述
(虫媒花和风媒花)传粉的过程，在教师指导下，总结出什么
是传粉。

方案三：课前小组合作排练，课上以小组为单位模拟表演(虫



媒花和风煤花)传粉过程，在活动中，通过观察、分析，总结
出什么是传粉。

三、果实和种子的形成

方案一：根据问题，调动经验储备，联系生活实际，大胆推
测果实和种子的形成过程，最终在合作交流中，进一步阐明
花与果实和种子形成的关系。

方案三：针对书中的不解之处，在教师指导下，利用活动教
具，黏贴果实和种子的形成过程，使抽象问题具体化，从而
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形成的关系。方案四：在教师帮助下，
列表回顾种子的结构、果实的组成和子房的结构等知识。

运用逻辑思维和推理的方法，大胆推测果实和种子的形成过
程，从而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形成的关系。创设问题情境：
花落后能结出果实。激发学生求知欲望，指导学生模拟科学
家进行科学探究的过程，分析推理，得出结论。

爱花习惯教育模拟表演人工辅助传粉的方法，认同花、果实、
种子对被子植物传种接代的重要意义，养成爱护花的习惯。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六

1、识记古代文言实词，积累常用词意义。

2、用自己语言赏析诗歌，体会细腻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点

发挥想象力描绘浪漫的爱情场景。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面对美好的人或物，都会产生
爱慕之心。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心中爱慕之人称为“梦
中情人”。《关雎》这首诗便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
场对“梦中情人”的浪漫的追求。那么追求的过程是如何的?
追求的结果又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走入《关雎》，欣赏一场
古人的爱情戏吧。

二、诵读，熟悉字音，结合注释掌握文意

1、范读正音。老师饱含情感朗诵或播放名家录音。

2、学生齐读、男女生分读、个别诵读。

3、解释重点字词，掌握文意(关关、洲、窈窕、好逑、参差、
流、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友、芼)。

三、共同研讨文意

1、浪漫的爱情往往离不开浪漫的场景，请找出文中写景的句
子。并用自己的语言发挥想象力描绘出来。

明确：“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学生创作并个别演示后，老师做总结示范：展示多媒体画面，
并伴轻柔音乐，深情描绘：“清清的河水，水波荡漾。水中
有座芳草萋萋的绿洲，绿洲之上一对鱼鹰正在伸长脖颈一唱
一和地关关鸣叫。河的两岸长满了葱绿的荇菜，随着微风参
差摇摆。要采摘它们需要时左时右地努力。美丽的姑娘啊，
要得到你的爱情，不也跟采摘荇菜一样，要想尽办法去接



近!”

2、《关雎》中有一句对心中恋人的赞美已成为赞美女性的现
代成语，请找出。

明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人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爱慕之情的?请找出相关语句。

明确：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
哉，辗转反侧。

(老师紧接着翻译此句)文静美丽的姑娘啊，醒着梦里追求她。
美好的姑娘难追求啊，白天黑夜想念着她。绵长的思念啊，
教人翻来覆去难入睡。

明确：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如此煞费苦心先“友之”：亲近她，再“乐之”：取悦她。
结果大概可以猜到了，自然会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四、文学常识补充

1、“兴”手法的运用。

一开始我们分析场景，大家也许注意到了，这些场景是分散
描绘的，基本是一句场景一句叙事夹杂进行。这也是《诗经》
中常用的手法叫作“兴”，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例如开篇先言他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一唱一和
的雎鸠鸣叫，引起所咏之词：“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他物”与“所咏之词”不是毫无关联，而恰恰是有
共通点的。正如上例雎鸠的相互鸣叫与君子对淑女的爱慕是
一致的。试从文中再找几例并分析其共通点。

学生四人小组进行合作学习。



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时左
时右采荇菜的动作和千方百计接近淑女是共通的。

2、重章叠句。

诵读时能发现，许多句子是重复出现的，这种手法有利于反
复吟唱，以充分地表达出诗人细腻的思想感情。例“窈窕淑
女”“参差荇菜”等。

五、布置作业

2、熟读、背诵《关雎》，掌握课下字词注释。

第二课时

一、导入

如果说《关雎》是一支完整的爱情进行曲，那么《蒹葭》就
是一场爱情马拉松。谁能告诉我，马拉松运动有什么特
点?(学生回答：路途遥远、艰险，需要耐力和持久的决心、
勇气，不畏艰险、坚持不懈、努力不放弃。《蒹葭》便是描
写了对爱人不懈的寻找，让我们来听听这场爱情告白吧。

二、诵读、疏通文意、掌握重点字词

1、苍苍伊人溯洄，且溯游萋萋晞湄跻坻采采，未已涘沚。

2、学生齐读、男女生分读、个别诵读

三、赏析、思考下列问题组(四人小组合作)

1、诗人心中的恋人不知在何处，诗人寻找了几处地方?

明确：三处“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



2、这些地方有什么特点?请分别用文中的一个字概括。

明确：“长”、“跻”、“右”。

3、诗人面对如此曲折艰险的路，又是什么态度?

明确：“溯洄从之”、“溯游从之”。

四、能力拓展

1、任选《蒹葭》中的一节，用优美的语言重现诗歌的意境。

示例：又是一个霜凝雾罩的清晨，我又来到水边，那苍苍的
蒹葭在微微晓风中，如一片白色的海。凝霜怠露迷失在白雾
之中。我心中的恋人啊!你究竟在哪里啊?我愿付出一生的时
光，跋山涉水，来到你的身旁。

2、比较《关雎》与《蒹葭》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何相同之
处?(学生四人小组讨论)

(1)都用了“兴”的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
苍苍，白露为霜”。

(2)都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窈窕淑女”、“参差荇
菜”;“所谓伊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

五、布置作业

背诵《关雎》和《蒹葭》，或从《诗经》中找篇诗歌，要求
配乐，为诗歌比赛作准备。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七

教学目标：



探究：

1、通过学习，使学生知道土壤主要是由空气、水、黏土、砂、
腐殖质等成份构成的。

2、在探究问题土壤中有什么时，能独立思考发表意见，个人
或小组能提出探究活动的大致方案。

知识：

1、在教师的指导下，小组合作完成研究土壤成分的实验。

2、会记录探究活动中观察到的现象，根据事实资料研讨问题，
得出结论。

情感：通过讨论，知道土壤对植物及人类的作用，大致知道
怎样保护土壤，树立爱护土壤环境的意识。

教学重点：知道土壤的主要成分是由空气、水、黏土、砂、
腐殖质等成分构成的。

教学难点：在实验中能自己提出问题，并能进行实验研究。

教学具准备：铁锨、小铲、小桶、酒精灯、玻璃杯等。

教学方法：实验探究

课 时：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内容：实验探究

教学过程：



一、提出问题：

问：同学们，土壤是动植物、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大
家在哪些地方见过土壤?对于土壤你有哪些了解?学生自由交
流。

问：对于土壤，你想研究些什么?启发学生提出有关土壤的问
题。

问：土壤是由哪些物质构成的呢?这一节课我们一起来研究这
个问题。

二、探究问题：

土壤主要是由什么成份构成的?

三、作出预测

问：根据你平时的了解，你认为土壤里都有些什么?

学生：水、空气、杂质、化肥、泥土、砂等。

四、室外观察、采集土壤。

学生准备：铁锨、小铲、小桶等。

五、室内探究。

思考：土壤中是否有刚才谈到的物质呢?怎样才能弄清楚?你
能想出多少种研究方法?

学生：用手捏、手是湿的，说明土壤里有水……

师：按照你们想到的方法，去研究土壤中到底含有哪些物质，
看能有哪些发现。



学生：填写活动报告单

学生开展探究活动。

汇报：你采用什么方法，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讲述：那些死去的动植物腐烂后变成了腐殖质。

启发学生思考：除了这些研究方法，还能用哪些方法对土壤
进行研究?

用火烧，土壤中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第二课时

教学内容：实验总结

教学过程：

一、研讨问题，通过以上的研究，你知道了土壤中都有哪些
成分?

1、整理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

实验方法 观察到的现象

捏土壤 手是湿的

把土壤放入水中 有气泡冒出(空气)

搅拌水中的土壤 土壤分几层，上层黏土，下层砂

烧土壤 有烧头发的味道(腐殖质)

2、根据学生对土壤成分找到的多少进行评价。



二、拓展延伸

1、土壤中除了这些成分外，还有别的物质吗?

目的：(1)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究土壤秘密的兴起。

(2)引导学生谈谈土壤中污染物的问题。

2、土壤中的这些垃圾袋、废电池对土壤有什么影响?

3、土壤是植物的“家”，我们应该怎样保护土壤呢?学生充
分交流后，教师适当介绍“保护土壤小知识”。对于学生在
教学活动开始提出的其他问题，留作学生课外研究作业。

三、课后练习

1、土壤的成分有 、 、 、 、 等。

2、你是用什么方法知道土壤中含有空气的?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八

教学目标

1、熟读背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2、了解孔子“大同”社会的思想意义。

教学重点：通过反复朗诵课文掌握文章内容

教学难点：掌握文章的内容意义，熟练背诵文章。

课时安排：一课时。

流程设计



一、谈话导入

教师组织学生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机引入。

二、初步感知

检查预习。指名读课文，教师相机指正。

教师范读。学生聆听，自己不认识的字词加上拼音。

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留心容易读错的地方，作上标记。

学生齐读。一起读课文，准确明白节奏重音等。

教师自渎。小声跟读，巩固读法。

教师进行朗读指导：

(1)大道之行也：用提示语气读，表明以下三句就是“大道”
的内涵。

(2)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要有停顿变化，不能连
的太紧。

(3)不必为己：后停顿稍长，收一层意思。

(4)故外户而不闭：后停顿稍长。

(5)末句：一字一顿，字字分明，语气肯定。

组织学生开展不同形式的读。

主要形式有：1、男生齐读。2、女生齐读。3、左边齐读。4、
右边齐读。5、同桌齐读。6、学生自渎。



指名朗读课文，组织学生集体订正。

三、深入探究

教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自学。

学生根据课文中的注释，自主理解课文内容。互相说一说，
听一听，指出其中的不足，记录共同存在的疑惑或有争议的
地方。

学生代表提出问题，教师相机组织解释疑惑或指正引导，形
成共识。

教师提出目标，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目标设计：1、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2、文中的纲领性句子是什么?

3、“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大同”社会的社会局面怎么样?

教师给学生5分钟的探究时间，学生自主开展。

指名发言，教师相机讲解强调。

教师补充古代儒家人的政治理想，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的主题。

组织学生再读课文，加深理解领悟。

四、拓展延伸

1、教师出示老子《道德经》片段，组织阅读，比较理解，加
深认识。



2、组织学生谈谈“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

五、作业设计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九

教师寄语：勤观察，多调查，增知识，拓视野!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学生能说出调查的一般方法，初步学会做调查记
录，并将你所知道的生物行归类。

能力目标：学生尝试描述身边的生物和它们的生活环境，培
养调查实践以及和同学分工合作的能力。

情感目标：学生通过学习能关注生物的生存状况，从而增强
保护生物资源的意识，认识到保护环境要从保护我们身边的
生物开始。

学习重点：初步学会做调查记录，培养学生的调查能力及分
工合作能力。

学习难点：试描述身边的生物和它们的生存状态。

学习过程：

一、课前预习：

我国的森林资源每五年清查一次，这就是__________，人口
普查也是_____。

二、导入新课：上节课我们认识了生物的特征，课下每个小
组都对我们学校的生物做了调查，请各小组把你们的调查方



法和结果进行展示，说出你们组是怎样调查的，结果是怎样
的。

三、合作探究：

(一)通过学生的发言，明确以下知识：

1.调查时首先要明确 和 ，制定合理的 。调查的范围很大时，
就要进行 ，调查过程中要如实 。对调查的结果要进行 和 ，
有时要用数学方法进行统计。

2.调查校园的生物种类的方法步骤是：

(1)选择调查范围(校园)

(2)分组：__________人为一个调查小组。

(3)设计调查路线

(4)调查记录(请特别注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______里等处容易被忽略的小生物，还有空中偶
尔飞过的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

(5)归类

(6)将归好类的生物的资料进行整理，写在笔记本上。

(二)生物的归类方法

1.请根据本小组在室外开展的“调查校园生物活动”的有关
情况填写下列内容：

(1)我们的调查路线是;

(2)我们的调查范围是;



(3)我们组一共调查到了()种生物，其中植物()种，动物()种，
其他生物()种;说说它们与人类的关系。

(4)从调查到的生物中选1~2种，说说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
不同?

(5)这次活动中，我体会最深的是：

2.对调查到的生物进行分类，可按照形态结构特点，将生物
分为_______、_______和_____三大类;也可按照生活环境将
生物分为_______和______等;还可以按照用途，将生物分
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四、拓展创新：

下图是某同学在“调查我们身边的生物”这一活动过程中，
所拍摄的五幅照片。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十

一、教学目标

1.描述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

2.概述食物的消化过程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3.运用实验法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并得出合理的结论。

4.尝试解读营养物质在消化道内被吸收的曲线图。

5.分析小肠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说出小肠的结构与吸收功
能相适应的特点。

二、教学重点



1.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分析小肠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

3.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三、教学准备

1.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挂图。

2.相关的实验准备。

3.制作小肠壁结构折叠模型。

4.课时分配 2课时

四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 导人新课

回忆上节课所学的内容，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

设问引起学生疑惑，激发学习欲望。

(二、食物在消化系统中的变化

1.消化系统的组成

1.1观看画面、回答问题。

通过思考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回答口腔内与消化有关的结构
及其主要作用。

演示消化系统组成的课件、提问让学生体会进食时牙齿、舌、



的作用。

(三、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

2.1细嚼馒头，说说自己尝出了什么味道?思考为什么会尝出
甜味?

让学生咀嚼馒头，然后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探究。

2.2提出问题

根据提示，制定自己的探究计划。交流探究计划，实施探究
计划。

媒体演示课本p30"探究”的提示及参考方案。

2.3制定并实施计划

2.4小组交流探究过程、结果和结论并进行分析。

教师巡回指导、答疑。

提出改进意见。

2.5表达交流、

2.6得出结论

全班交流观察到的现象，分析其原因和得出的结论。

鼓励、肯定学生的回答并作补充。

概括出消化的概念。

(四、消化的全过程



3.1仔细观看，为完成“西瓜子历险记”做准备。

思考、回答问题。

3.2设问：胃病和肝炎对消化的影响及其防治。

观察实验现象并回答问题。通过思考和回答，加深理解小肠
是消化系统的主要器官。

3.3演示课本p33的“演示实验”，提问：胆汁对脂肪的消化
有什么作用?

设计表格，归纳总结消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3.4插入课本p35第1、2题和p34技能训练。

展示自己设计的表格，并相互评价。

(五、营养物质的吸收

阅读资料，比较大肠、小肠结构的特点，理解小肠的结构特
点与其功能。

引导学生分析课本p33的“资料分析”，比较大肠、小肠的结
构有何异同。

4.1小肠的特点

家畜小肠的内部结构

用放大镜观察，加深理解小肠与其功能相适应的特点。

观察小肠内表面的皱襞及绒毛，理解它们的作用。

4.2展示制作的小肠内表面皱襞的模型。



指导学生观察猪小肠的结构特点。

(六、小结、课后练习

4.1小结：小肠是吸收的主要场所。

4.2布置课本p35练习第3题。

教学反思

第三节 关注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一、教学目标

1.举例说出什么是合理营养。

2.关注食品安全。

3.尝试运用有关合理营养的知识，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
并关心长辈的饮食。

4.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统一性。

二、教学重点

1.关注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在健康生活中的意义。

2.通过分析，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之间的统一性。

三、教学难点

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食谱，将所学知识上升为意识，再将意
识转化为行为。

四、教学准备



教师：课前收集若干食品包装袋和包装盒，以备教学需要;电
视报刊中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课前培训学生，指导小组长如
何展开调查和收集、整理资料;设计评比栏和课前课后学生设
计午餐食谱营养差异性的对比图。让学生明确科学知识在指
导健康生活中的价值。

学生：四人小组合作，展开调查或收集有关合理营养、食品
安全方面的信息;课前尝试为家长或自己设计一份午餐食谱;
自带各种食品包装袋;课前询问家长购买肉类、鱼类及其他食
品时是怎样挑选的。

五、课时分配 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合理营养

1.1不注意合理营养的危害

课前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自主讨论不良饮食习惯、不合
理营养的危害。

1.2什么是合理营养?

观察、讨论、归纳：怎样做才是合理营养。

1.3“我”该怎么做?

师生合作，为本班制定一个合理营养的文明公约。运用知识
指导生活，设计午餐食谱再次为家长设计一份午餐食谱，并
对比哪一份更合理。先在全班评一评，比一比，然后参加全
年级的设计赛，并把好的作品办成生物专刊。

合理营养



4人小组合作进行自主性学习，阅读书上提供的信息并观察书
上的插图或自制投影片，结合身边实例讨论交流，在教师引
导下进一步明确什么是合理营养及其在健康生活中的重要意
义;设计一份合理的午餐食谱并利用节假日亲自烹调，为长辈
献上一份爱心。

阅读课后“营养师”资料，拓宽视野

引导学生讨论，组织并参与全班交流、点评，保证交流的正
确性、有效性。归纳并用投影片展示该如何做到合理营养。

关注健康生活，进行情感教育

(注：书上第三节内容可作为学生调查过程中查阅的资料之
一)

课前提出课题。指导学生开展调查(访问或查阅资料)，组织
交流，做出评价。

二、食品安全

2.1整体感知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根据课前布置，发布收集到的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听取学生
的资料发布，引导学生分析，组织学生讨论。

2.2怎样购买安全食品

a.安全的包装食品。(会读包装袋上的内容)

b.非安全的包装食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学生阅读食品包装盒上的内容，分组讨论，并推举小组代表
进行发言。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对学生发言予以肯定并纠正或补充
某些内容。

就课前了解的知识进行组间交流。

听取学生发言，鼓励学生多观察、多比较，建议学生课后到
菜市场进行“实战演习”。

三、预防食物中毒

3.1小专家进行现场小讲座，听取有关知识，并提问和补充。

和学生一起听取小讲座，对进行讲授的同学予以充分肯定。

防止食品污染通过讨论，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统一性

思考问题，展开讨论，解决问题。

3.2讨论：能用发霉变质的残羹剩饭或饲料喂养家禽家畜吗?
为什么?

有人说有“虫眼”的蔬菜水果农药含量少，可放心购买，对
吗?

在教师启发下思考：实际生活中，哪些行为最终会导致食品
的污染?

通过讨论，认同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统一性。

认真听取学生讨论并及时点拔。

引导学生深层次地从防治环境污染的角度认识食品安全问题。

肯定学生的分析，再次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四、了解绿色食品

阅读有关资料，思考并了解绿色食品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

指导学生课本中有关绿色食品的资料，鼓励学生上网查询，
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相关知识

人教八年级英语教学总结篇十一

1、识别男性和女性生殖系统的基本结构，说明各部分结构的
功能;

2、描述人的生殖过程，说明胚胎发育的营养供应方式，说出
出生后发育的分期。

教学重难点

1、人生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2、新生命的孕育过程。 新生命的孕育过程(难点)。

教学过程

一、 创设情景：

观察桃花的结构，果实和种子的形成，引出有性生殖的概念

1、有性生殖

(1)例如桃树是由果实中的种子来繁殖后代，种子中的胚是由
两性生殖细胞结合成受精卵而发育的。这种由受精卵发育成
新个体的生殖方式就属于有性生殖。



(2)针对桃树等通过种子产生新一代的方式，结合种子结构的
基本知识，知道种子中的胚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而受精卵
则是两性生殖细胞结合的结果。

(3)组织学生观察植物无性生殖的图片，鼓励学生归纳出无性
生殖的概念。

2、无性生殖

椒草用叶繁殖、马铃薯用块茎繁殖，像这种不经过两性生殖
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的生殖方式为无性生殖。

3、无性生殖的应用

(1)在生产实践中，人们经常利用植物的无性生殖来栽培农作
物和园林植物。

常见的方式有：扦插和嫁接等。

(2)嫁接：苹果、黎、桃等果树是利用嫁接的方法来繁育优良
品种的。

如甘薯、葡萄、菊、月季的栽培常用扦插的方法;

4、植物无性生殖的条件

环境条件：光照、水分、温度、湿度等

6、质疑：植物的无性繁殖在生产实践中有什么作用?

二、互动探究 合作求解

2、马铃薯通常是用它的块茎来繁殖的，农民在种植马铃薯时，
先把块茎用草木灰肥沾一下，然后再埋入土壤里，请想一下
农民这样做的道理。



三、强化训练 当堂达标

1、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生殖方式叫_________;不经过两
性生殖细胞结合，由母体发育成新个体的生殖方式
叫_________。

2、植物的组织培养是利用________________ 的原理，使植
物组织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通过细胞的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 ，快速发育成新植株的高新技术手段。

3、生命在生物圈中的延续和发展，最基本的环节是生物通
过_________，世代相续，生生不息。

四、小结

五、作业设计

《练习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