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大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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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这里我
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一

藻类、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四大类群。

2、按照生殖方式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两大类。藻类、苔
藓、蕨类植物都不结种子，而是产生孢子，合称为孢子植物。
种子植物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3、藻类植物

(1)常见的藻类植物：水绵、衣藻、海带和紫菜等

(2)生活环境：大都生活在水中，少数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湿处。

(4)藻类植物的主要特征

大都生活在水中，少数生活在陆地上的阴湿处。没有根茎叶
的分化，体内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

4、藻类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释放氧气、可做鱼类饵料，可供食用，可供药用。

5、苔藓植物

(1)常见的苔藓植物：葫芦藓、墙藓、地钱。



(2)生活环境：大都生活在潮湿的陆地环境中

(3)苔藓植物的主要特征：苔藓植物一般都很矮小，通常具有
茎和叶的分化，但是茎中没有导管，叶中没有叶脉，也没有
真正的根，只有起固着作用的假根。

6、蕨类植物

(1)常见蕨类植物：肾蕨、卷柏、贯众、满江红

(2)蕨类植物的形态结构：

有根茎叶的分化，在这些器官中有专门运输物质的通道—输
导组织

(3)生活环境：大都生活中潮湿环境中，

(4)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古代的蕨类植物形成煤。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二

教学目标：

1、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2、举出例子并初步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描述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和影响。

难点：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理解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相适应的辩
证观点。

教学过程：



导入：先比较仙人掌和普通植物的不同，分析为什么仙人掌
的叶子退化成刺，得出结论是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同时学
生分析刺猬、变色龙、竹节虫，得出除了环境影响生物之外，
生物本身也能适应环境。

除了环境影响生物之外，生物本身也能适应环境。

分析书本p19的资料，回答问题：生物的形态结构或生活方式
的特点与它们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关系？观察兔子和猫的双眼
在头部的位置，你能发现什么问题？从而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生物为了适应不同环境其形态结构都有所改变。

生物除了适应环境，同时也影响环境。

过渡问题：那是否生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呢？生物本身对
环境有没有影响？学生举出例子，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植物
对环境的影响，动物对环境的影响（蚯蚓、鼠妇疏松土壤，
柳、杉树能吸收空气中的有害成分，帮助净化空气，人类大
量得排除废气、废水使环境受到污染……）

讲解实验：植物对空气湿度的影响。

1、提出问题：植物对空气湿度的影响。

2、作出假设：裸地，草地，茂密的灌丛的空气湿度不一样。

3、制定计划：学校内测量裸地，草地和茂密的灌丛中的湿度。
（裸地指什么？灌丛指什么？）

4、填写p7空气湿度记录表、并画出曲线图。

举例：曲线图的画法：

总结：前面一节课和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环境对生物有影



响，生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影响着环境，所以，生物圈中
的生物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我们可以利用这些
知识来解答下面问题。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三

新课程提出，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倡导探究性学习”。基于课改理念，我在教学中注重以学生
为主体，促进学生的各种能力的培养。通过“目标引领、自
主学习、教师释疑、当堂反馈”的教学模式，给学生充分展
示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学会科学探
究的方法、技能，培养科学探究的能力。

本章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物的特征，一是调查我们身边
的生物。这一节是在前一节认识了生物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对我们身边的生物进行实地调查。旨在通过调查，认识我们
身边的生物，进一步了解生物有别于非生物的共同特征。

《课程标准》倡导探究学习，而调查是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
之一，通过对身边生物的调查，力求使学生认识并掌握调查
的'一般方法，使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便于后续探究活动
的进行。

初一学生对生物的了解有一定基础，但对生物种类的识别及
科学的调查方法缺少一定的经验，本节内容也是对学生掌握
科学调查方法的一次指导与训练。

xx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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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归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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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与方法：明确调查的目的后，小组进行实地调查，最后



进行交流和展示。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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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教学策略

说出调查的一般方法，初步学会做调查记录;培养学生调查实
践以及和同学分工合作的能力。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四

1.生物分类

概念：根据生物的相似程度(包括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把生
物划分为种属等不同的等级,并对每一类群的形态结构和生理
功能等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

依据：生物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

目的：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

意义：可以更好地研究利用和保护生物，了解各种生物在生
物界中所占的地位及其进化的途径和过程。

2.植物所属类群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是藻类植物、苔藓植物、
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

对植物进行分类主要观察其形态结构，如被子植物的根、茎、
叶、花、果实、和种子。花、果实、种子是被子植物分类最
重要的依据。

5.生物多样性的内涵：它包括三个层次：生物种类多样性(即



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三者关系：

(1)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最直观的体现，是生物
多样性概念的中心。生物种类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多样性。

(2)基因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形式。基因多样性决定
种类多样性，种类多样性的实质是基因多样性。

(3)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外在形式。生态系统发
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是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
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6.我国是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中苔藓、蕨类和种
子植物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居世界第三。我国是裸子植
物最丰富的国家，被称为“裸子植物的故乡”。

7.生物的各种特征是由基因控制的。不同生物的基因有较大
差别，同种生物的个体之间，在基因组成上也不尽相同，因
此每种生物都是一个丰富的基因库。

8.我国是世界上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家养
动物、栽培植物和野生亲缘种的基因多样性十分丰富，为动
植物的遗传育种提供了宝贵的遗传资源。

9.利用基因多样性改良作物品种典型实例：

美国引进我国的野生大豆与当地品种杂交，培育出抗大豆萎
黄病的优良品种;

我国科学家袁隆平利用野生水稻与普通栽培水稻多次杂交，
培育出产量很高的杂交水稻新品种。



10.生态系统包括类型有：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
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

11.每种生物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的基因
组成是有差别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基因库，;每种生物又
生活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并且与其他的生物种类相联系。
某种生物的数量减少或绝灭，必然会影响它所在的生态系统;
当生态系统发生剧烈变化时，也会加速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和
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因此，保护生物的栖息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措施。

13.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是银杉;被称为中生代动物
的“活化石”的是扬子鳄;中国鸽子树(珙桐)也是植物界
的“活化石”。

14.为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人们把含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
的陆地或水体划分出来，进行保护和管理，这就是自然保护
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我
国现已建成许多保护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和保护珍稀
动植物的自然保护区。

15.自然保护区是“天然基因库”，能够保护许多物种和各种
类型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
室”，为开发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地;自然保护区
是“活的自然博物馆”，是向人们普及生物学知识和宣传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所。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五

(一)知识：



1、举例说出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2、描述世界和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

3、关注严峻的环境问题

(二)能力：

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合作与交流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以及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意识，树立
环境保护的紧迫感、责任感，培养团结协作精神。

1、描述世界和中国的人口增长趋势

2、关注严峻的环境问题

绘制人口增长的曲线，预测人口数量

教学方法：实验探究法，讨论法

课时安排：2课时

(一)导入：请同学们谈谈我们身边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现象，
为什么会有

如此严重的污染问题呢?

(二)新课学习：

1、人口增长过快(第一课时)

师：请同学们分析教科书上的图13—1，从图中你能找到什么



信息?

请同学们根据表13—1中的数据，绘制中国人口增长曲线图

生：讨论，交流从图中发现的问题，绘制曲线图

师：巡回指导

师：请同学们将所绘制的曲线图中的曲线延伸，推测中国
在21世纪中叶

即2050年的人口数量

生：讨论，计算，交流

师生交流：讨论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和我国人口状况的有关问
题

生：分组热烈讨论，发表看法

2、环境问题严峻(第二课时)

生：积极讨论，交流，发言

(1)实验探究：酸雨影响植物种子的萌发

学生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

(2)对照实验过程

(3)汇报交流结果

(4)学生补充，教师总结

师：除了酸雨，大家还知道哪些环境污染现象吗?



生：讨论，交流，发表看法，互相补充

(三)小结：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学到了什么，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四)自我评价：1、2思维拓展

关注生物圈——环境在恶化

一、环境恶化：

人口增长过快

二、环境问题严峻

1、酸雨

2、臭氧层空洞

3、温室效应

4、水污染

5、噪声污染

6、农药、化肥污染

7、生活垃圾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六

教材分析：上节已讲遗传，本节讲变异现象。

教学目标：



1.认识到变异是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2、举例说出引起生物变异的原因，举例说出可遗传的变异和
不遗传的变异；

3、举例说出遗传育种的几种方法，以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4、初步体验调查生物变异的方法；

5、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释调查结果的能力。

教学重点：

1.变异在生物界中普遍存在；

2.科学探究生物变异的原因。

教学难点：1.深刻认识生物变异在自然界普遍存在；

2.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及总结规律。

教学方法：观察法、比较法、分析和讨论法

教学用具：两个品种的小麦若干，关于变异种类的挂图，和
变异现象有关的课件。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导入: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世界上没有完全
相同的二片叶子

（一）变异的现象与概念

在自然界中，与遗传现象一样，变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提问，讨论：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哪些现象是变异现象？
根据同学们的讨论，什么叫做变异？请做一个小结。

变异：生物的亲代与子代之间、子代与子代个体之间在性状
上的差异称为变异。或生物在生殖过程中，在上下代之间、
子代之间表现出的性状差异。

提问：比较遗传和变异两个概念，两个概念有什么共同点，
有什么差异？

生物的遗传和变异都是通过生物的生殖过程实现的。在生物
的生殖过程中，上下代之间的相似性为遗传。但是生物的后
代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与祖先一样。后代在继承亲代特征的主
要特点时还会产生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称为变异。所以，
我们所说的变异是在遗传的基础上的变异，变异是在一定范
围内的变化。小猫与大猫的样子有所不同，但是小猫仍旧是
猫，并没有变为其他生物。

提出问题：为什么说变异是在遗传的基础上的变异？这种说
法是否有根据？

（二）变异的原因

1．外界环境的影响：播放有关的资料，每个学生发放2--3个
花生。学生讨论热烈。

提问，讨论：产生花生性状变异的原因？

（可多让几个学生回答、讨论，最后老师给予总结。）

小结：田中小麦的大穗和小穗的变异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
这种变异一般是不能遗传的。

提问：什么因素引起的变异可以传递给后代？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种情况。

2．遗传物质的变化：

我们从上一节的学习中已经知道，若这个孩子是单眼皮，他
的双眼皮的父母的基因组成一定是aa、aa。孩子与父母的性状
不同，是因为在生殖过程中父母传给了他决定单眼皮的基因。
也就是说，他的遗传物质组成与父母有了差异，因此产生了
与父母不同的性状。他的这种性状可以是通过生殖过程传递
给他的后代。

小结：这种变异是由遗传物质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异是可以
遗传的。

根据以上变异的原因，我们将变异分为两类：

遗传的变异：变异由遗传物质决定；

不遗传的变异：变异由外界环境影响引起。

请同学们再分析两个例子。

（1）某对色觉正常的夫妇生了一个色盲的儿子。

提出问题：是否由环境影响引起的变异都是不能遗传的变异？

一些环境因素也可能使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若环境影响引起
了遗传物质的改变，这样产生的变异是可以传递给后代的。
根据这一原理，人类可以利用一些特殊环境因素使遗传物质
改变而制造出能遗传的变异为人类所用。

所以，遗传物质是遗传和变异这一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提出问题：变异对生物个体、对生物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三）变异对生物个体的影响

变异对生物个体有利、还是不利？这要看变异是否有利于生
物的生存。我们看两个例子。

小麦要获得高产，人们采取的办法往往是多施肥、多浇水。
肥多水多，小麦的茎秆会长高，茎秆高，小麦成熟时容易倒
伏，又会造成粮食减产。在这种小麦中，出现矮秆小麦，可
以抗倒伏，但不会影响小麦在肥多水多的情况下长大穗。

一些玉米植株发生变异会出现没有叶绿素的白化苗。绿色植
物生长要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白化苗就无法生存下去。

——前者有利于生存，后者不利于生存。

根据变异是否有利于生物的生存，我们可以把变异分为两类：
有利变异和不利变异。

（四）变异在生物进化上的意义

变异对进化有重要意义。

地球上环境复杂多样，不断变化。多种多样的生物可以适应
不同的环境。

此外，生物由简单到复杂、低等到高等的进化，生物的变异
为进化提供了原始材料。

变异对进化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以后将继续学习。

（五）变异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

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在远古时就开始注意遗传和变异现象，
并对遗传变异的现象加以利用，特别是在农牧业生产中。人
类在农业上利用变异的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



（1）在农作物、家禽、家畜中，有许多对人类有益的变异，
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培育，获得新的品种，
如肉用牛和奶用牛的培育。

（2）用杂交的方法，将不同生物个体的性状重新组合，形成
新的性状组合的新品种。如高产不抗倒伏的小麦与产量不高
但抗倒伏的小麦杂交，让两种小麦的遗传物质重新组合产生
变异，可以培养出高产同时抗倒伏的新的小麦品种。

（3）为培养新的品种，也可以改变环境因素来影响遗传物质，
使生物产生变异并对变异进行选择，培育出新品种。如用射
线照射或用药物处理植物的种子，种子产生变异后进行选择，
选出有利于生产的变异培育成新品种。

应用以上方法，人类曾经培育出许多品种。

板书设计：第五节生物的变异

一、生物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

二、探究一种变异现象

生物性状的变异决定于遗传物质；同事、时也受环境的影响。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七

教师寄语：

勤观察，多调查，增知识，拓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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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等;还可以按照用途，将生物分为__、__、__、__等。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八

练习使用显微镜是学生在实验室上的第一节课，到实验室时
要先跟学生强调实验室的纪律，让学生明白以后来实验室上
课必须遵守实验室纪律，强调实验室的清洁工作，布置好值
日生。安排学生观察的“e”玻片要使用低倍的目镜和物镜。强
调光圈、反光镜和光线的关系时要让学生自己亲身体验，把
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如：怎样使光线变亮，怎样使物像更清
晰这些问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边做实验边思考。这样更易
使理解这些关系，做题的时候也可以想像做实验的过程，记
忆更深刻。

初中生物教案人教版篇九

?说明】提前为学生准备好要观察的金鱼，不过是精选一个家
族中差异比较大的和其它家族中经过人工繁殖的，把这些有
相似的放在一起。

1.谈话：请你们观察这鱼缸里的金鱼，看看哪些是一家子。

2.学生分组观察寻找并回答。

3.提问：你为什么这么分?

4.学生讨论回答。

5.老师告诉他们真正答案。

?评析】让学生处在矛盾中，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正所
谓：小疑小进，大疑大进。在教学中，有意设置这样的障碍，



使课堂带来活力，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觉。

二、引导寻觅

1.提问：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2.学生回答。

3.提问：你们觉得可以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呢?

4.大胆的猜测，回答。

5.谈话：如果要想得到较准确的答案，单从一个角度研究是
不够的，像上节课一样，我们也来从人类、动物、植物中寻
找答案，如果都有你们所猜测的这一特点，我们才可以认可
这个结论。

?评析】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研究，是科学学习的主
要任务之一。这儿引导学生运用归纳推理的方法进行思考和
研究，真实而自然再现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对学生影
响深远。

三、筛选解疑

1.谈话：把你们上次看的照片重新拿出来，再从他们身上寻
找不同点，我们看看这些不同点有哪些。

2.学生观察、比较、筛选。

3.学生汇报。

4.师生总结。

5.提问：动物和人我们都观察和分析过了，下一个是观察分
析什么啦?(生：植物)



6.谈话：对，是植物。你们打算怎么观察研究呢?先讨论一下。

7.学生讨论，引导拿出操作方法。

8.学生室外观察，并做好记录，采集样本。

9.师生讨论总结，得出结论。

?评析】这一环节真实而自然的引导和经历，使学生感受深刻，
同时体验到研究的快乐。最大限度的放手给学生，学生拥有
自主研究的主权和时间，教师只是一个组织者。学生的合作
也异常活跃，积极性很高。

四、学生轻松经历变异的奇异

1.谈话：生活中生物产生的变异现象很多，并且还有一些科
学家在这方面作了研究，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请大家留心，
看哪些变异现象可以往下一带遗传，那些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2.学生观看有关变异现象的资料。

?说明】这里的内容是经过精选的视屏信息或者电脑制作的动
画或幻灯片，内容是有关变异现象的，应该有的可遗传性变
异和不可遗传性变异的现象。

3.学生讨论自己生活中的有关现象。

4.师生总结这两种变异现象。

?评析】我们研究往往也会疲倦，虽然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单
一的活动形式，会引起人的倦怠。在这部分就是让学生轻松
一下，并透过今天的媒体获得更多的信息，这可是学生最乐
意接受的一种学习方式，并且印象深刻。

五、课后调查活动



谈话：经过两堂课的研究，我们对遗传和变异已经有了很深
的认识，我们会发现遗传和变异的特征可以互相转换，并不
固定。请你们回去将课本45页书上的调查表带回家和你的家
人比比填写好，或许你们你还会发现很多的秘密。

教学片断赏析

“引导学生寻觅”的教学片断

师：你们有什么疑问吗?

生：老师你确定它们是一个家庭的吗?

师：为什么这么问?

生：你看这个金鱼头上有个小突起，而这一个却是平平的。

师：还有什么发现吗?

生：颜色差别很大。

生：尾巴也不太一样。

生：嘴巴也有不同。

师：它们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

生：也很多，这两条鱼头部形同。

生：这两条尾巴相同。

师：刚才不是说尾巴不同吗?

生：那时那两条，这是这两条。



师：你们观察很仔细，值得表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更值得表扬，不过老实告诉你们它们是一个妈妈生的。

生：哟――

?片断评析】当学生的发现和理想的答案有反差时正是产生疑
问的地方。学生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见学生的思维的活跃
性，老师抓住学生这一点，并深入的引导他们去比较遗传和
变异的内容特征，含而不露，自然而生动，让学生理解遗传
和变异的真对动物发生的部位特征，有其相交和重叠的地方。
层层深入，学生也被带入一个深思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