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选修课计划表 高中生物选修一教学
计划(实用5篇)

计划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有条理的行动步
骤。我们该怎么拟定计划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选修课计划表篇一

一、学情分析

本学期我担任高二年级（6）、（7）、（17）三个班的生物
教学。大部分学生对生物学科都不是很重视，所以学习积极
性不是很高。另外，学生间的差异较大，学习刻苦程度，学
习习惯和方法都存在差异，造成学习成绩相差很大，给教学
带来很大难度。所以这学期的教学工作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
和考查，提前为高考做准备。

二、本校高二年级课程规划

高二 第二学期：选修1《生物技术实践》每班每周4课时（含
复习考试）

三、教学方法与措施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首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结合生活实
际进行教学，其次，在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学法指导，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要使学生懂得如何学好生物，引导学生
掌握生命科学的本质规律，促使学生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学
习习惯。

四、具体教学计划



2月——3月中旬

传统发酵专题

3月中旬——4月中旬

微生物培养专题

4月中旬——5月中旬

植物的组织培养专题

5月中旬——6月中旬

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

6月————7月

期末复习备考

2017年2月20日

选修课计划表篇二

根据化学教学计划和考试进度要求，这次期末考试内容为高
二化学选修四全部内容，内容多，时间紧。为了考出较好的
成绩，针对教研室出题意图，针对重点复习。我们备课组作
如下安排：

1复习时间：约为一周，即元月四号到八号。2复习内容：整
册教材，四个章节。3复习重点：第三、四章。4复习过程方
式：(1)复习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复习过程中，对准每个
知识点，精选2到3个例题进行讲解，大概用3到4课时。(2)根
据复习顺序讲解专题复习练习，特别是期中考试后的内



容。(3)根据四个专题具体内容，精选三份练习题，期中考试
前的一份，期中考试后的两份。针对学生弱点，加强针对性
练习。抓住学生存在问题，精讲，并能延伸知识点，以求实
效。

(4)针对学生调查反应，练习效果，出一分简单的概念性试卷，
回归课本，增强学生考试信心。(5)指导学生复习方式方法，
让化学知识在学生脑海中形成系统化、结构化、网络化。(6)
最后一节课为考前指导：解决如下问题：a 教学生如何准确、
全面、快捷审透试题；b 如何挖掘题意，与知识点联系进行解
题；c如何使答题规范优化；各种试题应答策略。

时间：2011.12.20

撰写人：高二化学备课组王伟平

选修课计划表篇三

2011.12.20

期末考试即将来临，对于期末复习，本着让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提高答题能力、争取考出好成绩的原则，现制定以下期
末复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教材为本，以全面提高学生化学素养为目的，系统深入地、
扎实全面地做好初三化学复习工作。提高学生学习和运用化
学知识的能力。

（一）抓住课本，夯实基础：先由学生看课本再现知识，再
有针对性的选择习题，以点代面，突破学生的薄弱点、教材
中的难点。完善学生化学知识结构，使前后知识联系起来，
形成网络化，便于学生记忆。



（二）以学生为主体，坚持精讲巧练的教学模式。采用精讲
巧练的课堂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学生的思考和练习，去感
知知识，获取知识，发现疑难并提出，教师针对学生发现的
疑问去精讲点拨。这样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

二、复习内容和方法：

1、知识梳理：

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知识结构的梳理，把握重点难点。让学生
能对整个学期所学的化学知识有个总体概念。分以下几个阶
段：

（1）概念和物质分类的梳理：将各章节的概念全部整理在一
起，并找出相互间的关系、异同点，在此基础上进行物质的
分类复习，重点掌握酸、碱、盐的组成和结构。附以相关的
练习加以巩固（近几年中考题型的训练）。

（2）物质的知识：本学期重点学习水和氢气、空气和氧气、碳
（包括碳的单质、碳的氧化物、碳酸钙），在具体的复习过
程中要将各个单独的知识点有机的整合起来，并加重环保方
面、社会热点方面的知识渗透和训练。

（3）化学计算：这一部分是学生最容易失分的地方，本届学
生除了化学知识不能灵活运用外，主要是计算能力的欠缺
（列式正确计算错误大有人在），另有一部分学生对计算题
有恐惧感，看到计算就放弃。因此在复习时一定要对学生强
调解题的格式，能拿分的尽量拿分。进一步教育学生放弃使
用计算器，加强心算和笔算的训练，为迎接中考作好准备。

（4）化学实验：学生对化学仪器一般都认识，因此重点放在
具体的操作中，除仪器的搭建外，还要知道实验的注意事项、
实验化学反应原理、实验现象，以及各实验之间的联系。



（5）综合应用：除了化学各知识点综合训练外，还要将可能
牵涉到的学科知识加强训练。针对历年来中考试卷的分析，
准备教师自行组卷训练。

3、个别指导：

对于成绩较差者，进行个别辅导，使其能对重点的基础知识
能够掌握。对基础较好的学生自行组卷，在掌握基础的同时，
适当增加难度，特别是中考题型的训练。

三、时间安排：

复习时间：12月20日至1月3日。

前期梳理知识点，每个知识点结束后自行结合各班特点进行
练习。后期开始进行三套历年期末试卷的完成，寻找空余时
间争取各个学生都通过。学生的个别辅导利用课余时间。

选修课计划表篇四

化学是一门九年级刚开设的新课程，与生活的联系较多，学
生学习的热情较高，教师应正确引导，以期在期末中取得好
的成绩。这些学生基础高低参差不齐，从八年级其它学科反
映出来，大部分同学成绩较好，学习习惯较好；而有的学生
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要让学生在化学上取
得长足进步，还得靠化学教师循循善诱。当然，这与教师的
教学艺术及个人素养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期末考试目标：

根据我班的班情，期末考试总体目标是总平均分达到全年级
平均分，争取减少差生，特别是25分以下的学生，要多培养
尖子生、彻底消灭差生。



三：整体复习计划：

初三化学组决定用半个月时间复习上册共七章内容，利用学
案章节复习，主要是知识点梳理填空、过关练习、章节练习、
其中穿插部分考试，检测学生复习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主要是让学生主动参与复习，老师少讲多点评。

四：具体复习方法：

1、梳理基础知识中，主要抓住基础薄弱的学生，让学生自己
讲、自己填、自己记，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掌握最基础的知识，
都能拿到基础分。记不住的重新记、多次记、反复记，确保
每个同学过关。

2、重点知识一定加大复习力度，让大多数学生都能非常熟悉
解题思路和涉及到的相关课本知识，做到心中有数、考试稳
重、不失误、少丢分。

3、适当培养学生分析解答信息题、实验探究题，提高学生利
用所学知识分析解答问题的能力，由于这次是市调研考试，
难度比重估计较大，而且这种题型也是近年来成都市中考的
一种趋势和热点。而我们学生在迁移知识、运用知识方面存
在较大问题。这方面的练习会在每章每套模拟题中以一定比
例出现，让学生适应这种考察方式，掌握答题技巧，尽量争
取更多分数，以适应明年中考考察方式。

4、为了提高平均分，还应该准备一套针对差生的复习方法，
计划在全班性复习的基础上，对差生“再炒一次回锅肉”，
所以这次我在印资料的时候也每套资料多印了些，准备在复
习时让全班同学都做到全面复习的基础上，再给部分差生来
一次“小炒”，争取让他们“回味无穷”。

五：具体复习计划



1、序言、第一、二单元

（4）会判断化合反应与分解反应,氧化反应

2、第三单元

（1）了解水的组成与作用、水的净化与水资源的保护（2）

会对物质进行分类

（3）

知道物质的构成及分子性质的运用

3、第四单元

（1）

知道原子的构成,离子的形成

（2）

知道元素符号和化学式的作用,含义、书写规则、读法（3）

理解元素的概念和化合价的运用

（4）

会利用化合价写化学式、及根据化学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4、第五单元

（1）

知道质量守恒定律的内容与解释,会用其进行简单的计算和推断



（2）

会书写正确的化学方程式

（3）

会利用 化学方程式进行简单的计算

5、第六单元

（1）

了解碳和碳的氧化物的性质、结构与用途（2）

理解碳和碳的化合物的相互转化关系（3）

理解实验室制取气体的思路和方法

6、第七单元

（1）

理解燃烧的条件和灭火的原理

（2）

知道燃料及其用途以及使用燃料对环境的影响

7、第八单元

（1）

了解金属和合金的物理性质、结构与用途（2）

掌握金属的化学性质（3）



理解金属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当然，在实际的复习进程中，会根据具体情况对复习策略做
适当调整，特别是个别学生做单独辅导，让学生在原来的学
习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刘金明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选修课计划表篇五

第一章认识有机化合物

1）有机化合物分类

重点：几种重要的官能团如 醇醛酯

2）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重点：让学生掌握如何判断共线共面问题

3）有机化合物命名

重点：如何对物质进行命名（特别是含有官能团的物质）

4）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重点：有机物分离的方法、有机物分子结构的分析

（特别是核磁共振氢谱）

第二章烃和卤代烃

1）脂肪烃



重点：烷烃和不饱和烃的不同点如何鉴别烃燃烧规律

2）芳香烃

重点：苯的机构特点苯的同系物是否能被氧化

3）卤代烃

重点：水解和消去的条件及方程式正确书写

第三章 烃的含氧衍生物

1）醇和酚

重点：醇和酚性质的区别（羟基的性质）

2）醛

重点：醛基的性质和典型实验（注意问题）

3）羧酸和酯

重点：酯化反应原理及水解方程式书写

4）有机合成重点：合成的方法（正推法和逆推法、通过条件
确定反应类型）

第四章生命中的基础有机化学物质

1）油脂

重点：油脂的结构皂化反应

2）糖类



重点：几种糖的区别如蔗糖和麦芽糖

3）蛋白质和核酸

重点：结构和性质

第五章进入合成高分子化合物的时代

1）合成高分子方法

重点：如何书写加聚反应和缩聚反应方程式、如何找单体

2）应用广泛的高分子

3）功能高分子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