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机生物肥肥料 初一生物教案(精
选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有机生物肥肥料篇一

一、教学目标：

知识性目标：

1．举例说明植物在呼吸作用中能够产生二氧化碳。

2．说明植物的呼吸作用消耗氧气。

3．举例说出呼吸作用的实质和意义。

二、教学重点：

重点：1．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的实验分析。

2．呼吸作用需要氧气的实验分析。

3．呼吸作用的实质和意义。

难点：植物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的实验分析。

教学过程：

[引言]：我们知道人和动物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呼吸运动，



呼吸是维持生命的基本生理活动，那么植物也进行呼吸吗？
植物的呼吸作用是怎样进行的？本节课让我们一起来探究。

[提问]：你们知道人的呼吸作用吸入和呼出的气体是什么吗？

[实验]：请一位同学向澄清的石灰水中吹入呼出的气体，观
察石灰水的变化。

[提问]：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

[实验]：植物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

将100克新鲜的和烫过的.蔬菜（沸水烫2―3分钟）分别装入
两个不漏气的黑色塑料袋中，插入软管扎紧袋口，并用止水
夹夹紧软管。

请两位同学分别取一袋蔬菜，将软管分别插入盛有澄清石灰
水的锥形瓶中，移开止水夹，轻轻地挤压塑料袋。

[讨论]：

1．实验用的塑料袋为什么是黑色？用白色的塑料袋可以吗？

2．黑色塑料袋有的装新鲜蔬菜，有的装有烫熟的蔬菜，你们
怎样辨别？

[小结]：

1．实验用黑色塑料袋是为了保证蔬菜只进行呼吸作用不进行
光合作用。

2．说明植物体只有活细胞才能进行呼吸作用。

[提问]：你们观察到的实验现象与我们的推理一致吗？



[讲述]：通过以上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出，植物的呼吸作用产
生二氧化碳。

[小结]：植物体的所有活细胞都能进行呼吸作用。

[讲述]：呼吸作用需要氧气，已经被许多科学实验所证实。

[演示实验]：将新鲜的植物和烫过的植物分别放入密闭的锥
形瓶中（锥形瓶外用黑布包裹，防止漏光），在黑暗处放置
一昼夜。把两根燃烧的小木棒分别伸入两锥形瓶中，观察现
象。

[提问]：你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吗？

[小结]：新鲜的植物进行呼吸作用消耗了锥形瓶中的氧气，
因此燃烧的小木棒伸入时会熄灭；而烫过的植物已死亡，不
能进行呼吸作用，锥形瓶中的氧气没有被消耗，所以燃烧的
小木棒仍然继续燃烧。

[播放flash]：植物呼吸作用的意义。

[讲述]：植物在进行呼吸作用时，吸收氧气，分解淀粉，产
生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能量。

[提问]：植物为什么要进行呼吸作用呢？

[小结]：植物体的各项生命活动，如细胞分裂、根吸收无机
盐、有机物的运输等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都是来自于呼吸作
用。

[补充]：除了淀粉外，植物还能以蛋白质、脂肪等有机物作
为呼吸作用的原料，这些有机物的分解，也能为生命活动提
供能量。



有机生物肥肥料篇二

教学目标

通过证明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实验，使掌握呼吸作用的概念，
理解呼吸作用的过程;了解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区别和联
系;了解呼吸作用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

1、通过证明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和形象能力以及比较分析的科学的训练。

2、结合植物呼吸原理的应用性知识，培养学生能把所学知识
系统化，培养学生的能力。

情感目标

1、结合观察植物呼吸现象的实验活动，激发学生对生命科学
研究的浓厚，调动其学习学的积极性。

2、通过了解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区别和联系。初步树立事
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基本观点。

教学建议

知识体系图解

教材分析

本节的重点和难点是植物呼吸作用实验的设计和分析，以及
呼吸作用的概念。

呼吸作用是植物体的一种重要的生理活动，主要表现在对有
机物的分解，产生能量，供给生命活动的需要。呼吸现象在
人体的表现非常明显，但是对植物体有没有呼吸作用这个问



题，学生没有直观的感受，往往忽略了植物的呼吸现象。要
想证明植物的呼吸现象的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验来检
验。所以本节中设计了三个演示实验，通过引导学生对实验
的设计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观察演示实验的同时，可以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训练。
做完每一个实验后，在对实验现象分析的`基础上，让学生自
己得出结论。这样不仅使学生从直观实验现象中总结出知识
内容，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使学生自己
总结出呼吸作用的概念。

教法建议

本节的教学始于对呼吸作用的三个演示实验的观察，因此，
课前组织部分学生与教师共同完成演示实验的装置是十分必
要的，同时让学生做好实验的观察和记录。

在教学过程中，上好本节课的关键之一在于做好演示实验，
并且引导学生根据观察到的现象，经过分析得出结论。除让
学生观察到实验结果外初中地理，尚可向学生介绍一些生活
中的实例。

在学生认识到萌发的种子进行着呼吸作用之后，教师一定要
强调指出，植物体的其他器官同样进行着呼吸作用。

在讲授呼吸的作用释放能量时，一方面可以通过演示实验让
学生进行观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生活实例，如堆积的
鲜菜或水果容易生热等。在引导学生分析种子呼吸生热的实
验现象时，一要突出说明热是能量的一种存在形式，以热形
式释放的能量储存于有机物中;二要使学生明确通过呼吸作用
过程，有机物分解并释放能量。

学生往往认为植物在白天只进行光合作用，而没有呼吸作用，
到夜晚才进行呼吸作用。学生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就
事情的本身来说，主要是由于绿色植物在白天(光下)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占显著的优势，而显示不出吸入氧、
呼出二氧化碳的呼吸作用的缘故。为了证明植物在白天有光
的条件下同样地进行呼吸作用，教师可以做一个实验来验证。
实验的做法是：培养一盆黄化苗，把它放在有光的条件下做
呼吸作用的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了植物在白天也进行呼吸作用
(吸入氧，呼出二氧化碳)。用黄化苗的原因是让植物体不能
进行光合作用(因为没有叶绿体)，这样就很容易证明植物在
白天(光下)也进行呼吸作用。然后，再用这盆黄化苗放在光
下几天后，它又形成了叶绿体，再做同样的实验，呼吸现象
在白天(光下)就不明显了。这是因为光合作用的现象掩盖呼
吸作用的现象，也就是呼吸作用释放的二氧化碳，还没有来
得及释放到大气中就又被植物本身的光合作用利用了，而且
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大气中吸入足够的二氧化碳。光合作
用产生的氧，呼吸作用却远远地用不完，于是就从叶内释放
出来。这就是植物在白天之所以只吸入二氧化碳和放出氧的
真相。实际上，植物体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呼吸作用，只不过
是白天的呼吸作用被强烈的光合作用掩盖了。

有机生物肥肥料篇三

《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这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一节的
内容。

一、根据课标及学生已有的实际水平，我将本节课的教学目
标订为如下：

知识目标：描述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说出有机物对于生物
体的重要作用。

能力目标：参与技能训练，发展推理能力。参与动手实验及
实验现象的分析，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认同绿色植物在制造有机物方面对于生物
圈有重要意义。



本节课采用的课型是探究式教学。

二、说教材：

本节的内容是第四章《绿色植物是生物圈子中有机物的制造
者》的第二节，前面一节已介绍了有机物是光合作用制造来
的，那么绿色植物如何对有机物进行利用呢，就是本节课的
主要内容。从上节到这节的过渡很自然。在这节课中教材阐
明了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它附合课标中的第四个主题中绿
色植物的呼吸作用，在课标中，它属于理解层次。贯穿教材
安排了三个演示实验，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从
知识结构的安排来看，它包括三个方面：1是有机物对生物体
的作用，2是呼吸作用的概念及反应式，3是呼吸作用是生物
的共同特征。

根据以上分析，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是：

描述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认同绿色植物在制造有机物方面
对于生物圈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突破重点难点，我会将教材中的三个演示实验改
为分组实验，全班分为8组，每组选做一个小实验，选择时指
导同学们每个小实验至少要有两个小组选择。由同学们在课
前按要求准备好。这三个小实验不难，学校也有足够的设备
可做演示实验，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后将让
学生为家里的栽培植物松土，达到学于至用的目的。

三、下面我说说教法和学法

为了达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在这节课的一开始会组织学生
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在复习的基础上设置问题让学生探究：
制造这么多有机物有什么用呢？这样的引入比较自然，也很
快可切入主题。学生在思考的基础上估计可以答出有机物的
用途，这是我会顺着学生的思维，设置思维的障碍：为什么



有机物可用来构建植物体。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再请学生一
起总结。至于有机物为植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这部分内容，
则由同学们交流他们所做的实验过程，并上台演示，在演示、
交流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教师利用课件，采用
启发学生总结，根据学生的分步演示的方法，总结出呼吸作
用的公式并推论到绿色植物制造的有机的对于生物圈子的重
要意义。

在此我想说的是：为突破重点与难点，我采用探究式教学，
改演示实验为分组实验，改学生被动的接受学习为主动去探
究，组织学生参与分析，通过质疑，探究，交流，总结，实
现教学目标。

本节课中所使用的教学课件比较简单明了，它将做成网页状
的结构，主要它将按学生发言及教师教学的`需要，调整教学
的进度。其中呼吸作用的公式将做成可分批显示的。课件中
还会做个小动画，用于巩固呼吸作用公式的课堂练习：将正
确的答案拖到相应的位置，如果答对，它就会在停在相应的
位置，如果答错，则它会回到原来的起点。从而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在这节课中，我还会渗透学法指导，例如：在学生已初步了
解观察方法的基础上，继续明白观察要有一定的观察目的，
观察时伴随思考，如引导学生思考，我们在实验中采用的是
萌发的种子做为实验材料，我们可以不可以改用其它材料，
引导大家交流，从而让学生的只要多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的
发散性思维就可以得到培养。而在小组完成实验的过程中，
引导学生明白善于与他人合作，从他人的身上学到优点，也
是学习的重要方法。在技能训练中，让学生明白推理的方法
也是学习生物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本节课的课前要求同学们到实验室完成准备实验，课堂上将
利用3分种完成课后练习，在这当中注意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课后将指导学生课外实践，给家中的植物栽培植物松



土，并请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动手能力给予评价.

有机生物肥肥料篇四

根据《生物课程标准解读》中的要求，“生物圈中的绿色植
物”是十大主题之一，本主题的重点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植
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功能，理解植物在生物圈中
的重要作用。对于呼吸作用的知识体系，新教材改变了以往
的以“植物的呼吸作用”为标题，以“呼吸作用的原
料”、“呼吸作用的产物”、“呼吸作用的概念”、“呼吸
作用与光合作用的关系”、“呼吸作用在生产中的应用”为
线索的“学科中心”的.课程设计思路，而是以“绿色植物对
有机物的利用”为标题，以“有机物用来构建植物
体”、“有机物为植物体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和“呼吸作
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为线索，突出了“生物圈中的绿色植
物”这一主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线索是引导学生学会推理、
归纳的科学思维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紧紧抓住这两条线索，
以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的科学知识为“材料”，以推理、
归纳的科学思维方法为“针线”，缝制一件精美的“衣服”-
-课堂教学。

教师在教学中依据《标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运
用好教材的内容，比如，调整教学的内容，改良实验等，尽
管教学内容没有探究性的实验，但同样要充分发扬学生自主
学习的精神，创造机会让学生动手，促使学生讨论和思考，
因为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便被动为主动，这才是课程改革
的根本目的之一。

有机生物肥肥料篇五

1、有机物用来构建植物体这部分的教学，按照课本是从细胞
水平到器官水平的顺序，但学生通常了解较多的是器官，比
如，苹果、红萝卜、马铃薯和花生分别是果实、根、茎和种
子，学生都知道这些器官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从学生容易理



解的知识入手唤起学习的兴趣，归纳出植物的器官含有大量
的有机物。然后，引导学生联系前面所学的细胞核中的遗传
物质dna是有机物，通过分析细胞膜的主要成分--蛋白质和脂
类是有机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也是有机物，归纳出细胞组
成成分主要是有机物。这样，通过引导学生从器官水平到细
胞水平，最后推断出有机物的作用之一是用来构建植物体。

2、有机物为植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这部分是重点和难点。
三个演示实验可以让部分学生准备，种子选用绿豆较易萌发，
如果都采用种子，学生可能会认为只有种子萌发才有能量的
变化，所以，有机物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需要氧的两个演示
实验选用新鲜豆苗。

演示种子萌发过程有热量散发的实验后，教师明确地提出问
题：甲瓶温度为什么会上升？(答：热量)，热量来自哪
里？(答：热量来自萌发的种子)，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推理，
避免部分学生仅仅看到温度计指示的温度上升就直接得出结
论说种子萌发过程中有机物释放能量而忽略了推理，归纳的
过程。

在让学生演示新鲜豆苗在呼吸过程放出二氧化碳的实验前，
教师可以让学生演示向澄清石灰水吹气，使澄清石灰水变混
浊，得出二氧化碳使澄清石灰水变混浊的特性。演示实验的
装置可以改成用两个同等大小的黑色塑料袋，分别放进等量
的新鲜豆苗和煮熟的豆苗，扎紧袋口，插上吸管，实验时，
将吸管放入澄清石灰水里，挤压塑料袋，这样操作比较简单，
贴近生活实际，效果明显。学生在观察现象时同时思考问题：
哪一支试管的石灰水变混浊？(答：新鲜豆苗一袋)，二氧化
碳来自哪里？(答：新鲜豆苗)，从而推导出二氧化碳来自植
物的有机物，得出有机物彻底分解时产生二氧化碳。

师生共同完成有机物分解需要氧参与的实验，学生在观察的
同时思考、回答问题：哪一根竹枝不能燃烧？(答：装有新鲜
豆苗的甲瓶)，为什么不能燃烧？(答：缺乏氧)，缺乏的气体



去了哪里？(答：被新鲜的豆苗利用了)，讨论得出有机物在
彻底分解时需要氧的参与。

呼吸作用的概念是在前面学习的基础上，教师提供相应的词
语：有机物、氧、二氧化碳、水和能量，让学生根据所观察
的，利用这些词语尝试着描述出来，写出呼吸作用的公式，
教师要归纳，小结。

3、呼吸作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教师通过问题：绿色植物制
造的有机物除了自己利用外，还有什么作用呢？举例说明。
学生通过举出实际的例子的过程，理解绿色植物制造的有机
物还通过食物链，进入其他生物体内，参与构建其他生物体，
并为其他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然后，教师让学生举
出没有呼吸作用的任何一种生物，学生不能列举出来，得出
结论：呼吸作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

4、引导学生进行技能训练，着重在推理的过程，让学生在讨
论的基础上，说出推理的过程，避免前提和结果不相应。

教学反思

根据《生物课程标准解读》中的要求，“生物圈中的绿色植
物”是十大主题之一，本主题的重点在于让学生通过学习植
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功能，理解植物在生物圈中
的重要作用。对于呼吸作用的知识体系，新教材改变了以往
的以“植物的呼吸作用”为标题，以“呼吸作用的原
料”、“呼吸作用的产物”、“呼吸作用的概念”、“呼吸
作用与光合作用的关系”、“呼吸作用在生产中的应用”为
线索的“学科中心”的课程设计思路，而是以“绿色植物对
有机物的利用”为标题，以“有机物用来构建植物
体”、“有机物为植物体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和“呼吸作
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为线索，突出了“生物圈中的绿色植
物”这一主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线索是引导学生学会推理、
归纳的科学思维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紧紧抓住这两条线索，



以绿色植物对有机物的利用的科学知识为“材料”，以推理、
归纳的科学思维方法为“针线”，缝制一件精美的“衣服”-
-课堂教学。

教师在教学中依据《标准》，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运
用好教材的内容，比如，调整教学的内容，改良实验等，尽
管教学内容没有探究性的实验，但同样要充分发扬学生自主
学习的精神，创造机会让学生动手，促使学生讨论和思考，
因为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便被动为主动，这才是课程改革
的根本目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