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七年级生物教案全册 七年级生物教案
(汇总6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
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年级生物教案全册篇一

教学目标

1.通过实验观察描述根的生长和枝条发育的过程。

2.初步学会运用测量的方法探究根生长最快的部位。

3.运用调查、访谈等的方法与他人交流，了解无机盐与植物
生长的关系。

4.通过植株生长过程的学习向学生渗透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

重点和难点

1.测量数据的方法、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2.根尖临时装片的制作及观察。

教学设计

根靠根尖向前生长

方案一：课外小组的同学展示并描述2种根靠根尖向前生长的
演示实验的结果，汇报本组探究根尖生长的实验方案，包括



如何选材和画线、观察记录、结果分析等。

方案二：课外小组的同学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并描述2种根靠根
尖向前生长的演示实验的结果，汇报本组探究根尖生长的实
验方案，如何选材和画线，观察记录、结果分析等。

方案三：生物课外小组的同学在实物投影上向全班展示切去
根尖的幼根不向前生长，而未切去根尖的幼根却伸得很长。

根生长最快的部位：伸长区

方案一：各小组汇报交流测量的结果。讨论：（1）各小组的
测量数据出现差异的原因？如何处理？（2）如果探究活动只
有你一个人做，只用一株幼苗够不够？为什么？互相交流，
解答疑惑。

方案二：各小组以实验报告的形式，汇报交流各组探究的结
果，并进行分析讨论，各组之间进行评议。评议内容包括：
设计是否合理、装置是否简便易行、步骤是否严谨、记录是
否详实、结果分析是否科学等。

根的生长：

（1）分生区：增加细胞的数量。（2）伸长区：增大细胞体
积。

方案一：透过培养皿的玻璃，观察餐巾纸下面白色的根及毛
茸茸的根毛，根尖顶端__发亮的是根冠，再用显微镜观察根
尖的纵切片。

方案二：观察培育的幼根后，动手制作根尖的临时装片，低
倍显微镜下观察根尖的4部分。

方案三：观察培育的幼根后，动手制作根尖的临时装片，低



倍显微镜观察，记录观察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观察根尖永久
纵切片。

方案四：观察根尖的结构挂图，区分根尖的4部分细胞的数量
和体积的大小。

提出观察的提纲，引导学生实验观察后找出很伸长最快的部
位。

枝条是芽发育成的

方案一：观察动态展示芽发育成枝条过程的cai课件，并进行
描述。

方案二：演示抽拉活动教具，使抽象问题具体化并仔细观察，
最后概括描述出芽发育成枝条的过程。

方案三：观察教师板画的芽发育成枝条的相对应结构示意图，
并进行描述。

方案四：先观察动态展示芽发育成枝条的过程的cai课件，然
后在黑板上将叶芽的各分与发育成枝条的相应部分的图用粉
笔连接起来。

提出问题，引导观察和探究。

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芽的结构及相应的枝条图。提供叶
芽的结构和枝条的图各一幅，组织学生连出相对应部分。

植株的生长需要无机盐：

1．需要量最多的是含氮的、含磷的、含钾的无机盐。

2．缺少无机盐时的症状：



3．合理施肥的意义

方案一：观察甲、乙、丙、丁4瓶中分别培养的菜豆正常叶和
缺少氮、磷、钾的叶片，描述现象并诊断病因。

方案二：观察生长正常的叶和缺少氮、磷、钾的叶片的录像，
描述现象并诊断病因。

方案三：看书自学，观察教师出示的几株幼苗，进行诊断，
鉴别幼苗的病因。

方案四：观察课本插图，进行描述，联系实际分析生活中的
现象。

分析生活中的各种做法，树立环保的的意识

七年级生物教案全册篇二

教材分析：《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一课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初二生物教材第二章的第一节。本节教材内容，
通过资料分析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让学生明白人体需要的主
要营养物质的作用和来源，形成新的认知结构，认同人类的
营养物质主要来自生物圈的其他生物，通过实验探究让学生
掌握测定食物中的能量的科学方法，知道人体所需的能量来
源于食物中的有机物，提高学生收集和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教学设想：针对本节教材内容相对比较简单，知识比较条理
的特点，引导学生采用资料分析、查阅图表、自学课本、实
验探究等学习方法。在自学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自主探究、
小组讨论等方式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梳理，
引导学生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真正把课堂的时间和空间、
提问的权力以及学习、认知和习得的过程还给学生，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本节内容按排2课时，



第一课时学习三大有机物和测定食物中的能量，第二课时学
习水、无机盐、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相关知识。

借助的教学平台：多媒体课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1、说出人体所需的六大类营养物质

2、能举例说出糖类、脂肪、蛋白质的作用和来源

3、知道人体需要的能量来源于食物中的有机物

能力目标：1、学会信息资料、实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2、在自学过程中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3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对食物营养成分的认识中，感受各种营养与支撑人体生命
活动的关系，激发学生关注健康、关爱生命和继续探究的兴
趣。

教学重点、难点

知道食物中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及其作用。

用实验的方法辨别食物中的脂肪和淀粉。

教学准备

学生：花生米、白纸;碘酒;淀粉;馒头;熟马铃薯;茄子;莴笋;
卢柑。(分别装在八个小塑料杯中)“多幅食物图片”。(课前



先让学生查找食物营养成分的资料)

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等。

课时：2课时

教学过程：

学
习
内
容

教师活动 学生
活动 预期效果

课
程
引
入

据调查，我国中学生中有29%的人喜欢
吃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食品。但
专家指出，洋快餐是导致人们发胖并
诱发多种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1997
年4月，中国营养学会颁布了新的《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共包括8条内容：
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
果和薯类；常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
经常吃适量鱼、禽、蛋、瘦肉，少吃
肥肉和荤油；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
保持适宜体重；吃清淡少盐的膳食；
如引酒应限量，吃清洁卫生、不变质
的食物。
 

学生
讲述
发生
在身
边的
实例

引起疑问：
人为什么
要吃食物？
引申出食
物中营养
的重要作
用，为本
节内容的
深入作好
铺垫。

食
物
的
营
养
物
质

提出问题，指导学生查阅有关表格。
在学生研讨时教师巡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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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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生物教案全册篇四

style="color:#125b86"> 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2、运用研究动物行为的方法，探究动物行为的原因

二、教学重点

掌握动物的几种行为类型的特点以及各科种行为对动物的生
存和种族繁衍的意义

三、教学难点

引导学生设计探究蚂蚁觅食行为的方案

四、课时安排：1课时

五、教学过程

5-2-2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一、动物的行为有：取食行为、防御行为、繁殖行为、迁徙
行为等。

二、先天性行为的概念

动物生来就有的，由动物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的行为，称
为先天性行为。如鸟育雏、蜜蜂采蜜、失去蛋的企鹅会把鹅
卵石当作企鹅蛋来孵化等。

三、学习行为

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因素的作用，由生活经验和
学习而获得的行为，称为学习行为。如山雀偷吃牛奶等。

四、先天性行为与学习行为的区别

类别



先天性行为

学习行为

形成

生来就有的

不是生来就有的，在成长过程中形成

获得途径

由遗传物质控制

通过生活经验和“学习”

适应性

造就相对稳定的环境

适应复杂的环境

进化趋势

无脊椎动物主要的持为方式

动物越高等，学习能力越强，在它们的全部行为活动中所占
比重也越大。

课本例子

母袋鼠与幼袋鼠、小鸟喂鱼、菜青虫的取食行为

六、作业



1、动物具有“学习能力”，有利于( )

a、找到食物 b、逃避敌害 c、找到配偶 d、适应复杂的生活环境

2、下列各项中，属于先天性行为的是( )

a、马戏团的狮子表演节目 b、老鼠打洞 c、小狗作算术 d、蚯蚓
走迷宫

3、下列属于学习行为的是( )

a、野鸭的迁徙 b、蜘蛛结网 c、蜜蜂采蜜 d、山雀偷喝牛奶

七、教学反思

七年级生物教案全册篇五

自读课文，做些预设，指导学生自读，帮助整体把握课文内
容，认识说明方法。

1.把握主要内容，筛选“生物入侵者”的有效信息。

2.学习本文所运用的说明方法及作用。

3.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科学精神。

筛选获取主要信息，学习本文的说明方法及作用。

对待“生物入侵者”要不要“人为干预”。

1、板块教学法

2、学法指导：筛选、勾划中心句关键句及关键词、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法。



1课时

一、“入侵”导入，做好铺垫――我的课前在准备。

一说到入侵，我们就会想到销烟弥漫的战争，同学们应该听
过“__x”这个地名吧?(找学生说说__x，师追问：谁是入侵者?)
其实，生物界也存在着“入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第19课的学习《生物入侵者》。

二、自读课文，筛选问题――我的地盘我做主。

1、自读课文，筛选主要信息。尽量提出一个你认为有价值的
问题(学生自读，教师巡回视察阅读情况。点拨：注意抓中心
句、关键句)

要求：阅读时间大约为6分钟。

2、学生展示自己的阅读成果。

请同学们谈一谈读过课文后，你希望提出的问题是什么?

3、梳理学生提出的问题。(预设)――

三、合作探究、精彩研讨――我的力量有多大。

分组探究有关问题(课堂随机调控)

教师相机加入关于说明方法的引导内容。

四、拓展延伸、关注生态――我的家园我有责。

以“对‘生物入侵者’要不要人为干预”为辩题，组织一次
小型的辩论会。基本观点：

(1)人类不应该过多地干预生物物种的迁移过程，失衡是暂时



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自然界的平衡最终会得以实现。

(2)人类必须干预“生物入侵者”，如果听任其发展，自然界
物种的多样性会受到严重破坏，人类社会将会有巨大的经济
损失。

观点2所需材料备注：抓住“来自异国他乡，喧宾夺主，鸠占
鹊巢，使得本土生物纷纷凋零甚至灭绝”等特征思考。(口蹄
疫、疯牛病、禽流感、艾滋病、“松树癌症”――松材线虫
病等)

五、课堂小结。

同学们，生物入侵被称为“生物界的世界大战!生态系统的癌
变!”它的危害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
《生物入侵者》这节课要结束了，但对“生物入侵”的思考
和关注永远也不会停止!让我们从小树立起“科学发展”的意
识和环保意识，关注自然，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我们的智慧
和力量!

六、布置作业。

1、请从课文中任意选择三个成语造一个句子。

2、以〈〈生物入侵要不要人为干预〉〉为题写一篇小作
文。(不少于400字)

入侵

问题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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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的营养器官.根系.根尖了解根尖的结构与功能及生长
变化规律。

2、描述直根系与须根系的形态特征。

3、理解叶芽的各部分与枝条的.各部分之间的发育关系。

根、茎、叶的结构与功能。

理解根尖和芽的变化动态。

讨论法,探究活动法。

根的发生和生长：

系

1、胚根向地下根系

生长系

2、根系的分布还受到环境中等因素的影响

自主学习

活动1、观察根尖的结构

讨论：

１．培养根尖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

２．你会用什么方法观测根尖生长速度？你有什么办法测知
根尖生长最快的部位？



４．根生长最快的部位是根尖的的哪部分？这部分细胞来自
哪里？

活动2：解剖观察芽的结构

讨论:

1.根据你对芽的观察,尝试说明芽是枝条的雏形.

2.你所解剖和观察的芽是否与叶芽的形态结构完全相同?

活动3：叶和茎的发生和生长

胚芽发育而成：。

叶芽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