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 高中
生物必修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
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篇一

(一)知识与能力

简述动物细胞培养的过程、条件及应用。

(二)过程与方法

1.运用细胞的基础知识，分析细胞工程的理论基础;

2.通过小组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思
维的严密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动物细胞培养的学习，体会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
步，关注细胞工程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二、教学重难点

动物细胞培养的过程及条件

三、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展示两幅烧伤程度不同的病人图片。

师：俗话说：“水火无情”，火灾过后，都会有烧伤病人。
在治疗烧伤病人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取烧伤病人的健康皮肤
进行自体移植，但对一个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却无奈，用他人
的皮肤来源不足，而且会产生排异反应。怎样获得大量的自
体健康皮肤呢?这个难题，动物细胞工程为我们找到了解决办
法。

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篇二

本内容的地位及作用：

《伴性遗传》这一节，是新课标教材必修2第二章第三节内容.
它是以色盲为例讲述伴性遗传现象和伴性遗传规律.它进一步
说明了基因与性染色体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基因分离定律在
性染色体遗传上的作用.同时也为第五章第三节《人类遗传病》
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一)知识目标

1.掌握伴性遗传的概念以及伴性遗传的特点。

2.运用资料分析的方法，总结人类红绿色盲症的遗传规律。

(二)能力目标

1.运用资料分析，总结人类红绿色盲症的遗传特点，训练学
生科学的思维方法。

2.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伴性遗传传递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1.通过阅读发现人类红绿色盲症的小故事，学习科学家——
道尔顿勇于承认自己是色盲患者并且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
的这种献身科学、尊重科学的精神。

2.通过红绿色盲家系图谱的分析，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训
练，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工作学习态度。

3.在了解常染色体遗传及伴性遗传的基础上，使学生理解近
亲婚配对人口素质产生的危害，更好的理解国家为何要禁止
近亲结婚。

(一)教学重点

1.遗传系谱图的识别和判断。

2.人类红绿色盲的主要婚配方式及其遗传的特点。

教学重点及解决办法

(二)教学难点

1.通过分析人类红绿色盲，总结伴x隐性遗传的一般规律。

教学难点及解决办法

引导学生动手、动脑，分析色盲遗传图解，根据各种婚配子
女基因型和表现型及其比例，揭示伴x隐性遗传的一般规律。

教法：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倡导探索性学习，注重与现实
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
与合作的能力.

根据教学目标，教材特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及现实情况，
确定本节教学模式：“教师创设情境的纯思维探究“模式.即



以情境(任务)驱动学习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作用.

创设的情境有：故事，图片资料，系谱资料及问题情境等.每
一种情境，都包含有“矛盾冲突事件“，即与学生原有的经
验相矛盾的事件，激发主动探索的欲望.

学法：通过观察，讨论，分析去发现知识，逐渐培养自主学
习的习惯和能力，通过探究活动和课上的交流，体验知识获
得的过程，感悟科学探究的方法，体会同学间合作的魅力，
尝到探究性学习的乐趣.同时也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并进一步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

导入：在学习《基因在染色体上》解释摩尔根试验中，学生
已经开始学习有关伴性遗传的知识，因此，在开始进入本课
题之前，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回顾前面所学知识，启发学生思
考回答下列问题：

摩尔根的果蝇杂交实验说明了说明?(萨顿的假说——基因位
于染色体上)

控制果蝇眼色的基因位于什么染色体上?(性染色体——x染色
体上)

果蝇红眼和白眼性状的遗传与前面所学的其他性状的遗传有
什么不同之处?(果蝇眼色的遗传与性别相关联)

在这基础上，教师可导出“伴性遗传”的概念——控制某种
性状的基因位于性染色体上，也就是说总是和性别相关联的
现象，就叫做伴性遗传。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探究欲望。

然后导出：通过研究红绿色盲来学习伴性遗传特点是本节课
的主干线，为了了解人类红绿色盲，教师可以在大屏幕上出



示几幅有关测试红绿色盲的图片，让学生判断一下自己是否
属于色盲患者，并简要指出红绿色盲对于人类本身造成的危
害，引出人类红绿色盲的发现过程。

教师讲述：在我国，男性患者的比例高达7%，而女性患者只
有0.7%，为什么男性色盲的发病率远大于女性呢?请同学们带
着这样的问题学习新课。

新课学习

1.简单地介绍人类红绿色盲症的发现过程，激发学生兴趣。

教材呈现的英国著名化学家兼物理学家道尔顿发现红绿色盲
的过程十分生动，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对
学生进行很好的情感教育。

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篇三

【知识】：说出癌细胞的主要特征和致癌因子

【技能】：讨论恶性肿瘤的防治选择健康的生活

重点——癌细胞的主要特征；难点——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的区别。

ppt幻灯片、癌症及其治疗的记录片

学生收集关于致癌因子的信息

（一）引入及癌细胞的特征

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应变由人们对癌症的恐惧，设问：什
么是癌症呢？讲述癌细胞的概念、主要特征。展示一些癌细
胞的图片，与正常细胞进行比较。



进入情境，回答问题

（二）致癌因子

先让学生列举自己了解的致癌物质，再对学生的发言进行归
纳，致癌因子的种类。补充遗传因素，遗传因素也是在外部
条件诱发下产生癌细胞的。

原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相互作用，适当补充癌症发展的过程。

根据生活经验，列举致癌物质

（三）癌症的防止

介绍一些生活中避免接触致癌因子的做法。让学生说说了解
到的哪些癌症的治疗方法，然后介绍现代医学治疗癌症的方
法，展望未来可能采取的治疗手段。

说出自己了解的癌症治疗方法。

（四）练习

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篇四

细胞分化、癌变和衰老的知识。

细胞分化的概念和意义；癌细胞形成的原因。

导入：近年来，关于细胞的分化、癌变和衰老的研究，已经
成为细胞生物学的重要课题。其中细胞的分化与生物发育有
密切关系，细胞的癌变与当今世界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的癌
症有关，细胞衰老与人类及动植物的寿命有关。下面我们一
起讨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细胞的分化、癌变和衰老。



（一）细胞的分化概念和意义

提问：一般多细胞生物体发育起点是什么？（回答：受精卵。
）

提问：受精卵进行分裂的方式是什么？（回答：有丝分裂。）

提问：有丝分裂后，亲代和子代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是否相
同？（回答：相同。）

提问：那么，什么是细胞分化呢？（要求学生举例回答。）

提问：细胞分化在什么时候达到限度呢？（回答：胚胎期。）

提问：细胞分化的结果是什么？（回答：形成各种不同的细
胞和组织）

（概括细胞分化的概念和意义，引出细胞的全能性。）

（二）细胞的全能性

进述：观察植物细胞培养完整植株示意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由胡萝卜韧皮部分离的细胞，在适宜
条件下，经过分裂和分化又能发育成新的植株，说明已经分
化的细胞仍然有发育的潜能，这就是细胞的全能性。

（三）细胞的癌变

讲述：讨论第二个问题——细胞的癌变，癌细胞几乎人人都
有，这并非危言耸听，病理学家经过大量尸体解剖和病理检
查后发现，死亡原因虽然不同，但几乎每个人的体内都能检
出癌细胞。只不过绝大多数人体内癌细胞很少，尚未形成癌
肿。



提问：常听说的癌症有哪些？（回答：胃癌、肺癌、肝癌、
乳腺癌、宫颈癌、大肠癌、白血病、食道癌、恶性淋巴瘤、
卵巢癌…）

提问：癌症的危害是什么？（回答：癌症是一类严重威胁人
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据最新的统计资料报道，我国每年新
发现的肿瘤病人约100万左右，在全球因为癌症，每年夺去大
约600万人生命，并把1000万人置于死亡边缘。随着人类生存
环境的日益恶化，肿瘤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提问：引起细胞癌变的致癌因子有哪些种类？（回答：物理
的电离辐射、x射线、紫外线，化学的砷、苯、煤焦油等，150
多种肿瘤病毒。）

提问：癌细胞是如何形成的？（回答：在物理、化学或病毒
等致癌因子的作用下，致癌基因被激活。）

总结癌细胞及其特征，人体细胞产生癌变的原因以及预防癌
症的三级防治措施。

（四）细胞的衰老：细胞衰老的特征和原因

学生阅读＂细胞的衰老＂。

提问：人体头发变白的原因是什么？（在学生各抒己见的基
础上，总结：酪氨酸酶活性降低。）

提问：那么如何使变白的头发再变黑呢？（回答：提高酪氨
酸酶的活性，染发等。）

讲述：总结细胞衰老的特征以及细胞衰老的原因。就如何提
高酶的活性以及染发对人体的危害等加以解释。

小结：要求了解细胞分化的概念和意义以及细胞的全能性，



了解什么是癌细胞、癌细胞的特征、引起细胞癌变的致癌因
子和癌细胞形成的原因，以及癌症的预防，了解细胞衰老的
特征和细胞衰老的原因。真正明白细胞分化的概念和意义；
癌细胞形成的原因。

高一生物必修一教案教学设计篇五

1.能用稳态与平衡观，理解体液免疫的过程。

2.通过分析体液免疫的动画，运用总结与归纳的方法，得出
体液免疫的过程。

3.根据体液免疫的过程，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4.通过本节学习，感受人体的奥秘。

重点：体液免疫的过程。

难点：体液免疫的过程。

(一)新课导入

创设情境：提问：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被病原体所包围，
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未感到不适，这是为什么?引导学生复
习人体的三道防线，由第三道防线引出体液免疫，从而导入
新课。

(二)新课教学

1.体液免疫的三阶段

教师引导学生观看体液免疫过程flash动画，提问：体液免疫
可划分为哪几个阶段?自主思考。



(体液免疫划分成感应阶段、反应阶段和效应阶段)

2.体液免疫的过程

教师提出问题：你能描述这三个阶段的具体过程吗?学生结合
教材内容，同桌交流。

教师就三个阶段依次提问学生，教师补充强调。

(大多数病原体经过吞噬细胞的摄取和处理，暴露出这种病原
体所特有的抗原，将抗原传递给t细胞，刺激t细胞产生淋巴因
子。另外，少数抗原会直接刺激b细胞。这一过程就是我们说
的感应阶段。b细胞受到刺激后，增殖分化形成浆细胞和记忆
细胞，浆细胞会产生抗体，这就是反应阶段。抗原抗体特异
性结合，生成沉淀，被吞噬细胞处理消化，这就是效应阶段。
)

3.认识二次免疫

教师提出问题：生过天花或麻疹的人为什么一般终生不会再
次患上这种病呢?与哪种细胞有关?学生自主思考，教师补充
讲解。

(记忆细胞，它对抗原十分敏感，能记住入侵的抗原，对抗原
的记忆可达数月甚至终生。当遇到同种抗原时，记忆细胞会
迅速增殖分化生出新的浆细胞和新的记忆细胞，浆细胞会产
生大量的抗体，从而快速消灭抗原。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二
次免疫。它比初次免疫反应更迅速也更强烈。)

教师引导学生归纳概括较为完整的体液免疫的概念。

(体液免疫，就是发生在体液中，靠b细胞产生抗体消灭抗原
的免疫方式。)



(三)巩固提高

布置任务：画体液免疫的概念图。先独立构建概念图，完成
后组内互相修改完善，之后选优秀作品展示，并让学生归纳
体液免疫的概念。

(四)课堂小结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总结。

(五)布置作业

请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描述天花病毒从空气侵入人体并被抗
体消灭的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