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 初中生
物教学反思(优秀6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写总结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一

1、在上实验之前应让学生在课下提前熟悉通读教材，对实验
步骤进行总结概括。这样课上就不要留太多是时间让学生去
先了解实验步骤了，来时在带领学生总结制作的步骤（擦--
滴--撕--浸--展--盖--染）也比较省事。

2、先看老师演示。学生如果不看老师演示，他们对一些操作
要点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往往会在具体实验时犯一些你想
不到的错误。操作难点和重点，老师要加以强调。比如，在
盖盖玻片时，用夹子夹起盖玻片，让盖玻片的一侧先接触水
滴，然后缓缓放下，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产生气泡。如果学生
还不是好理解，老师最后再给同学们演示一下，让学生把关
键步骤做好。

3、对于如何染色，并使得效果理想，这个问题可以给学生探
究的空间。让一部分人先盖盖玻片再染色，一部分同学先染
色后盖盖玻片，看看哪种效果更好。

4、在练习完制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的制作之后，
让学生回家后自己带黄瓜、西红柿、丝瓜、西瓜等实验材料，
下节课再来练习制作其他植物细胞的`临时装片，这样可以激
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二

今天听了杨立凤老师的一堂生物课，评课时，曹校长提到了
情感教育目标的实现还不够到位的`问题，如果单纯的用语言
来表达，我认为稍显苍白了一些。

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教师实现准备好几个袋子，装上越
７公斤的东西，让学生一上课就绑在腰上，不管是小组合作
活动，还是上黑板答题，都绑着这个袋子参加活动，等最后
要实现情感目标的时候，让这几个同学说说绑着袋子的体会，
然后想一想我们绑着这样重的袋子一节课都很累，而母亲却
需要１０个月的时间，母亲经受了如此的艰辛，我们应该如
何对待自己的母亲。

另外，对于人的生殖过程，如果用语言表达，可能很多老师
都难于表达。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三

在本周的学习中，我看到了学生们的很多优点，他们有了很
多的进步!我看到了学生们对期中考试有了紧迫感，看到了学
生们的激情，看到了学生们学习的劲头!这周讲的裸子植物和
珍稀植物这一课，在课上只有一名学生没听讲没有写，其余
的全部在自学，在填导学案!而且在课上学生总是积极、踊跃、
争着回答问题，学生们的这种状态，看得我很欣慰!而且在展
示时竟然一个后进生跟我说让他展示下一题!当时都给我震住
了，我就马上答应了他!作为一个实习生我很担心他们不好好
配合我，我也担心他们的成绩，而在课上竟出现这种情况，
我还担心什么呢?即使后进生他们的成绩不会迅速提升，但他
们的学习劲头让我看的很舒服!我也很感谢他们这样积极的配
合我!

虽然学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毕竟人无完人，他们身上也存
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1、学生的导学案整理得不够全面、



不够好，有待提高导学案的质量2、纠错本不能好好利用，总
是马马虎虎的写上，也不能很好地利用双色笔3、还是不能按
时完成作业，写作业的热情还是不够高4、有的生物小组长还
不能做好自己的职责，不能及时的收作业判作业!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四

20xx年下学期，我担任初中七、八年级五个班的生物教学工
作，现就半期来的生物教学工作作如下反思，以利后段工作
的开展。半期来，八年级生物上册的全部内容已经全部新授
完毕，并对学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生物素养检测。学生整
体的生物素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七年级已经完成了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教学。学生基本素
质差，学习成绩不理想。

整个生物教学工作都有待加强。下面是我的教学反思。

初中生物科学的教育对象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它的目的并不
是要培养生物学家、培养生物人材，初中生物教学的目的是
提高所有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自
觉保护环境的情操，提高他们对生物科学的兴趣，为一部分
今后要从事生物事业的人打下最基本的基础。从我接触学生
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一直以培养他们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为
主要目的的。我的每一个课堂设计、每一个活动安排都是以
学生为中心，并且以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为中心的。

作为老师，教材是必须要了解掌握的，但是，教材对于老师
来说只是一个承载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作为教学的依赖。作
为一名教师，不仅要研究所教年级的教材，还要把整个中学
阶段的教材加以研究。首先要知道在整个初中阶段，生物课
程都需要学生掌握些什么知识，知识体系是怎样安排的，学
生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需要学习哪些知识，那些能力需要得到
培养和提高等等。在我的教学中，通常我都是把教材中的知



识通过自己的安排糅合成一个一个专题，然后再根据学生的
具体学情合理安排教学进度。并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很
多的活动，例如一些课堂小游戏、调查、竞赛等等，让学生
在松的学习氛围中掌握知识。

生物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
律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严谨的科学性。同时生物学
以技术应用广泛、知识创新快的特点，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和
不断的创新性。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
我们每一位生物老师应不断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思想、
改革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
础知识、科学求实的态度、灵活多变的思维方式和强烈的创
新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牢牢把握“求实、求
活、求新”的教学三原则，不断取得新的教学成果。

在具体教学中，要搞清生物要领的形成过程，讲清生物概念
的定义、含义及特性等，有时需要通过举例、作图等手段让
学生加深对抽象生物要领的理解。对生物规律的讲解中，要
注意引导学生通过分析、概括、抽象、推理、归纳等思维活
动得出结论，同时要讲清生物规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及生物
规律中各生物量之间的关系，必要时对其相关的概念规律要
加以比较区别，消除学生对生物概念规律的模糊感。在习题
讲析中，要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五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制定知识目标。扎扎实实抓好生物概念、
生物规律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在具体教学中，要搞清生物要
领的形成过程，讲清生物概念的定义、含义及特性等。知识
的学习笔者大多是利用问题激发学生的互动学习。例如第五
章植物的呼吸作用及其利用，围绕三个问题导入：

1、什么是呼吸，请说出你身边的呼吸现象？



2、人或动物在呼吸时，吸进的气体与呼出的气体在成分上有
什么不同？

3、植物有没呼吸？等问题展开互动交流讨论。有位学生提出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证明氧气或二氧化碳的存在？教学内容就
这样自然的延续。

生物课堂教学应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应用，这既是生物学科
特点的.必然体现，也是适应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的表现。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尽量列举身边的生活、生产中的实例，
向学生介绍现代科技知识，这样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
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材要求的分组实验有具
备条件，一个个都要开展，实验过程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七年级开展的用显微镜观察人血涂片实验，发现学生动
手能力很强，出乎意料，对实验也非常感兴趣，当场给以表
扬。当然对学生的肯定对帮助学生确立自信也是很有帮助。
加强课堂演示实验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必须有机地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中去，并
有意识地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使其成为课程教学内容的血肉，
成为教学过程的灵魂。在学习七年级植物标本的采集过程中，
“同学们植物标本可帮助我们认识多种多样的植物，在科学
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该为植物做些什么
呢？”“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爱护花草树木，以后不会再出现
有的同学践踏学校的草坪这现象。”学生也意识要爱护一草
一木。

初中生物教师总结与反思篇六

以往的生物教学主要让学生背诵课本知识，因此学生只是机
械性地死记课本内容，一碰到理论联系实际地问题就无从下
手。为此我从传统的教学方法、观念中解脱出来，运用新的
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注重运用多种方法
和形式，强化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以下是我个人对教学



的几点反思：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最好以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既有经验及社会
实践为基础展开，创设一种学生能够独立探究的情境，即学
生在“动手做”和“动脑思考”等一系列的活动中体验、感
悟乃至发现和解决问题。

要使学生掌握生物学习基本功，并在学习中不断地实践和应
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就必须改变传统教学的重教不重学，
重记不重做等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方式、教学方式，确立学
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应做
到“学生自主学习，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