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 奇妙的克隆教案
(精选8篇)

高一教案是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科内容编写的指导教师备课的
工具。它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步骤，合理
安排教学时间，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和教学资源，以达到促
进学生学习的目的。我想我们需要准备一份高一教案了吧。
《小小火车赛车手》数学教案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一

1．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进一步了解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3．引导学生养成搜集信息，筛选信息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进一步了解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引导学生养成搜集信息，筛选信息的学习习惯。

教学方法阅读讨论探究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课前学习

1．阅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解决字词障碍。



2．查找克隆的相关资料，如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实物资料。

3．思考：以克隆为例，谈谈对“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的理解。

二、课文学习

（一）1、导入：古希腊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世上不可能有
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是，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有一
种新兴生物技术“克隆”，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克隆
是什么呢?它奇妙在哪里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
近——“奇妙的克隆”。2．展示查找的资料。

自然界中哪些动、植物先天就具有克隆的本领?

(出示实物、图片：秋海棠落叶生根、富贵竹插枝即活、土豆、
地瓜发芽生长、各种水果、蔬菜、稻麦的嫁接、水螅除夏初
和秋末外通常进行无性生殖即身体长出芽体等)

（二）整体感知：

1、检查预习：请学生快速自读课文，概括各部分主要内容，
并出示问题，供小组讨论。

问题：

a．课文使用了四个小标题，有什么作用?

b．“克隆”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c．第二小节写了许多实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材料?

d．“多利”的诞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e．克隆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哪些益处与弊处?



明确：

a．课文使用四个小标题，使全文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先写克隆的含义，接着写克隆实验，再写克隆的发展，最后
写克隆对人类的造福和对克隆的思考。

b。理解“克隆”的关键是：来自一个祖先，无性繁殖。

c。作者没有用时间顺序来介绍“克隆”实验，而是用两条线
索来组织材料：一条是以中外科学实验为线索，这样写突出
了中国科学家在克隆实验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贡献；一条是以
实验对象即由鱼类、两栖类到哺乳类为线索来安排材料，这
样写便于认清克隆技术发展的脉络。

d。多利”的诞生标志着克隆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和重大突破，
而且这个结果证明：动物体中执行特殊功能，具有特定形态
的`所谓高度分化的细胞与受精卵一样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
潜在能力。也就是说，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一样，也具有全
能性。

（三）内容研读：

1、明确什么是克隆？

(1)找出上述天生具有克隆本领的动植物的共同点，用自己的
话说说克隆是什么?(不是由生殖细胞结合产生的后代)

(2)齐读课文第一部分，找出文中直接告诉我们什么是“无性
繁殖”，什么是“克隆”的语句。(出示幻灯片：“都是生物
靠自己的一分为二……这就是无性繁殖。”“凡来自一个祖
先”……也叫‘克隆’。”)

2、讲解说明方法：在介绍“克隆是什么”时，作者运用了哪
些说明方法?(举例子、下定义、作诠释、列数字)



任何说明方法都是为说明事物特征服务的。“克隆”属于前
沿科学知识，对一般人而言生僻难懂。作者通过列举大家熟
悉的事例，再加以细致地解释，最后用简洁、准确、概括的
语言定义它，使它的特征清晰、明了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让
我们知道了“克隆是什么”。

探究：（1）如果课文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克隆是无性繁殖，名
称来源于希腊文，效果好吗?

（2）举孙悟空的例子有什么作用?

明确：科普短文重在“普”，作者从常见且容易理解的生物
现象写起，将高深的科学技术说得生动形象，明白晓畅。接
着又从词源追溯“克隆”原意，进一步弄明白了克隆含义。用
《西游记》中妇孺皆知的故事，更将科学技术写得富有趣味。

（四）布置作业：

1、借助生物书，了解某一动、植物，按照一定的顺序，选用
适当的说明方法，介绍它的特征及生长过程。

2、字词读一读写一写，课后研讨练习

第二课时

1．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2．进一步了解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3．在学生掌握课文主要内容的前提下组织学生进行有关说明
方法、说明语言、课文内容拓展深入方面的学习。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进一步了解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引导学生养成搜集信息，筛选信息的学习习惯。

教学方法阅读讨论探究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导入：)本文是一篇科普文，“科”为其“科学性”，
重在内容；“普”为其“普及性”，重在语言。二者完美结
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说明了深奥尖端的生物技术。

（二）复习：研读第一小节“克隆是什么?”思考：

a．用一句话告诉大家“克隆”是什么。

b．如果课文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克隆是无性繁殖，名称来源于
希腊文，效果好吗?

c．举孙悟空的例子有什么作用?

d。这一小节使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其作用分别是什么?

(三)合作探究：

1．第二小节与第三小节有何关系?

2．请找出这两小节中表现科学家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态
度与精神的语句。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3．找出使用的说明方法，并说明其作用。(学生讨论，教师
引导并明确)



提示：

1、第二小节为第三小节写“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提供
了科学基础，做好了行文的铺垫，并且按由低等动物到高等
动物(鱼类、两栖类、哺乳类)的说明顺序。

2、句子见课文。

3、有举例子、列数字等，各举例说明。

4、按照生物顺序来安排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符合人们认
知的规律。再说，无性繁殖属于低级繁殖。动、植物越进化、
越高级，就越难以进行无性繁殖。这一顺序说明克隆技术在
不断发展。

（四）拓展延伸：

分组辩论：克隆人是福音，还是恶兆?

课文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克隆技术造福人类”。请同学
们自由阅读这部分内容，思考文题是否恰当。(大家的意见有
分歧，书上也说“科学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下
面，我们就请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围绕“克隆技术造福人
类?!”的辩题展开讨论。)

2．组织辩论。

辩论的要求：

(1)语言清晰、流畅，声音洪亮；

(2)观点鲜明，论据充足；

(3)驳斥对方观点时既要有“理”，又要有“礼”。



（五）小结：

同学们各抒己见，对此提出了不少看法，或许不够深刻，却
是朴素而真实的。坦白地说，我在这方面的知识未必比你们
高深，你们的发言给了我启发。想阻止科学技术进步是徒劳
无益的，科学向未知领域的探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
类始终要进取。克隆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为之轰动，
它对我们人类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现在下结论
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希望“克隆技术造福人类”我们更期
待(出示幻灯片)“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
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义，并展开科学讨论，
用以教育世界人民。”这篇课文里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著
名分子生物学家j．d。沃森的话作结束语，也是我们这堂课的
结束语。请大家齐读这段话。

（六）布置作业：

将课堂小结“我学到了……”写成书面文字；从网上、报上、
书籍中查询科学前沿的新兴技术。

附板书设计

奇妙的克隆

谈家桢

植物界的克隆：

动物界的克隆：

鱼类

两栖类



哺乳类一“多利”的诞生

利与弊：

备注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二

1.积累词语，掌握“囊、克隆、蟾蜍、胚胎、鳞片、脊椎、
两栖”等词的读音、字形、词义。理解“繁衍、相安无事”
的词义，并学会运用。

2.了解有关克隆的科学知识。

1.整体感知文章，根据阅读要求训练学生筛选信息，概括内
容要点，逐步提高阅读科普文章的能力。

2.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并理解这样安排的好处。

3.理解文章运用的说明方法，探究作者说明的技巧。

1.体会学习科学家们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态度和精神，
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全面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科学精
神和人文关怀的统一。

2.培养学生求真的科学精神以及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1.了解有关克隆的知识和克隆研究的动态。

2.理清本文的说明顺序，把握本文所运用的说明方法。

3.揣摩语言，体会说明文的科学性。

1.理清“克隆鲫鱼出世前后”的说明顺序，理解这样安排的
原因。



2.对文章结尾一段话的理解

假如你是足球迷，你肯定希望世上再多一个罗纳尔多；假如
你是音乐爱好者，你当然愿意再拥有一个贝多芬；再有一个
爱迪生、爱因斯坦也是许多人所梦想的。古希腊有位哲学家
曾经说过“世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换句话，
以上的梦想都只能是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现在情
况却有了变化，有一种新兴生物技术“克隆”，或许可以做
到这一点。那么克隆是什么呢?它奇妙在哪里呢?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走近——“奇妙的克隆”。

教师先引导学生自己说说对“克隆”的认识，然后通过教学
媒体资源介绍“克隆”。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思考问题：用简洁的话条理清楚地介绍
什么是克隆？克隆的作用？（学生读课文时，以轻音乐陪衬，
出示克隆绵羊、鱼、牛等动物的图片）

（认识一个新事物应由简到繁，由易入难。同时用音乐是为
了陶冶学生，语文课不仅是文字语言的载体，乐曲也是对学
生进行美感的熏陶的一种方式。）

究，知识抢答：

用知识抢答的形式，确立一个主持人，一个记分员，一个记
时员，学生分成5-6个组，确定小组发言人，针对问题，合作
探究，解答疑问，教师提供若干问题，学生主持也可针对文
章内容随机确定问题。

教师提供的问题逐一出示为：

1.课文使用了四个小标题有什么用？

答案：使全文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楚。



2.“克隆”是什么？其突出特点是什么？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来说明？

答案：1.文中“凡此种种，就是无性繁殖”，作诠释，举例
子。2.来自一个祖先，无性繁殖。

3.第二小节写了许多实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材料？

答案：作者没有按时间顺序来介绍“克隆”实验，而是由两
条线索来组织材料的。

4.“多利”羊的诞生有什么重大意义和影响？

答案：“多利”的诞生标志着克隆研究取得新发展和重大突
破。

5.文章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有什么关系？

答案：第二部分为第三部分写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提供了
科学基础，做好了下文的铺垫。

6.克隆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何种益处与弊端？

答案：益处：1.克隆可以有效地繁殖具有“高附加值”的牲
畜。

2.克隆可以用来挽救珍稀动物（适当地提出环保问题）

3.克隆对于治疗人类疾病以及延长人类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弊端：作者并无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而是在结尾处提出关于
“克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

（设计这一环节，体现了新课标要求学生具有团结合作，主
动探索的精神，寓教于乐，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
在活动中掌握了解现代科技的知识，也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



达能力，对教学重点进行了突破。）

今天，我们跟随作者进行了一次克隆之旅，一路上走来，我
们在作者这位导游的讲解下，通过大家的探求，知道了有关
克隆的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科学知识，也学习到科学家们锲而
不舍的精神，这都是我们求知路上的宝贵财富。愿同学们去
努力探索更多的未知领域，来造福人类。

1.课后阅读有关克隆的文章或上网查询相关资料，并进行整
理。

2.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话题，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可以编述故事，也可以发表议论。（500字左右。）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三

1、速读课文，概述课文内容。

2、理解说明的思路，掌握说明的方法。

3、培养学生探求科学的`兴趣和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

继续对说明方法进行学习和巩固，理清作者思路并体会渗透
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 一课时。

1。假如你是足球迷，你肯定希望世上再多一个罗纳尔多；假
如你是音乐爱好者，你当然愿意再拥有一个贝多芬；再有一
个爱迪生、爱因斯坦也是许多人所梦想的。古希腊有位哲学
家曾经说过“世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换句话，
以上的梦想都只能是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现在情
况却有了变化，有一种新兴生物技术“克隆”，或许可以做
到这一点。那么克隆是什么呢?它奇妙在哪里呢?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走近--“奇妙的克隆”。由克隆羊“多利”导入。

2展示教学目标。

1、检查预习。

请学生快速自读课文，概括各部分主要内容，并出示“课堂
导问”，供小组讨论。

2、课堂导问：

（2）、课文在介绍动物克隆的成就时，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
写的？

（3）、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哪些好处？

3．课堂辩论。

克隆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哪些益处与弊处?

(教师巡视课堂，参与各小组讨论，一方面掌握讨论情况，一
方面进行疑点点拔。学生小组讨论后发言总结，鼓励学生畅
所欲言，进一步引导学生明确)

明确：

课文使用四个小标题，使全文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先
写克隆的含义，接着写克隆实验，再写克隆的发展，最后写
克隆对人类的造福和对克隆的思考。

克隆人正款款向我们走来，倘若将来真有那么一天，你被克
隆了！

请尽量发挥你的想象，描绘你被克隆的历程以及被克隆后的
生活，并以此为话题，说说你的感受。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四

1、速读课文，概述课文内容。

2、理解说明的思路，掌握说明的方法。

3、培养学生探求科学的兴趣和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

继续对说明方法进行学习和巩固，理清作者思路并体会渗透
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

课时安排 一课时。

1。假如你是足球迷，你肯定希望世上再多一个罗纳尔多；假
如你是音乐爱好者，你当然愿意再拥有一个贝多芬；再有一
个爱迪生、爱因斯坦也是许多人所梦想的。古希腊有位哲学
家曾经说过“世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换句话，
以上的梦想都只能是空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现在情
况却有了变化，有一种新兴生物技术“克隆”，或许可以做
到这一点。那么克隆是什么呢?它奇妙在哪里呢?今天，就让
我们一起走近--“奇妙的克隆”。由克隆羊“多利”导入。

2展示教学目标。

1、检查预习。

请学生快速自读课文，概括各部分主要内容，并出示“课堂
导问”，供小组讨论。

2、课堂导问：

（2）、课文在介绍动物克隆的成就时，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来
写的？



（3）、克隆技术给人类带来哪些好处？

3．课堂辩论。

克隆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哪些益处与弊处?

(教师巡视课堂，参与各小组讨论，一方面掌握讨论情况，一
方面进行疑点点拔。学生小组讨论后发言总结，鼓励学生畅
所欲言，进一步引导学生明确)

明确：

课文使用四个小标题，使全文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先
写克隆的含义，接着写克隆实验，再写克隆的发展，最后写
克隆对人类的造福和对克隆的思考。

克隆人正款款向我们走来，倘若将来真有那么一天，你被克
隆了！

请尽量发挥你的想象，描绘你被克隆的历程以及被克隆后的
生活，并以此为话题，说说你的感受。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五

古希腊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世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
叶子”，但是，现在情况却有了变化，有一种新兴生物技
术“克隆”，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克隆是什么呢?它奇
妙在哪里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奇妙的克隆”。

展示查找的资料

自然界中哪些动、植物先天就具有克隆的本领?

(出示实物、图片：秋海棠落叶生根、富贵竹插枝即活、土豆、



地瓜发芽生长、各种水果、蔬菜、稻麦的嫁接、水螅除夏初
和秋末外通常进行无性生殖即身体长出芽体等)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六

谈家桢

教学目标：

1、在单元模块中预习本课资料，训练学生阅读较长说明文的
潜力，体会说明文语言的文体特色。学会快速过滤筛选有效
信息。

2、在阅读中体味文中科学家锲而不舍、严谨求实、追求高远
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热爱科学的优秀品质。

3、辩证看待事物，理性分析现象。热爱科学、敬畏生命。

教学重点与难点：

1、跨学科知识的阅读与理解是本课的一个难点，要引导学生
不要拘泥于文章资料本身所传达的具体知识，而要跳升到语
文的角度去理解文章的语言特色，从而体会说明文语言与其
他文体的区别。

2、在文章理性客观的描述中体会作者的情感并领悟科学精神
的内涵：不畏失败，勇攀高峰，锲而不舍，严谨求实。

3、结合实际，拓展延伸。体会生命的价值和好处，珍爱生命，
敬畏生命。

教学推荐：

1、读：多读课文，走进文中的科学世界，对于感兴趣的知识



或话题要用心的探索，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2、查：这篇文章是遗传学泰斗谈家桢写的一篇关于前沿科学
的科普文，其中涉及许多在克隆研究中的案例和事实，大家
能够利用网络资源广泛查阅这方面的信息，扩充你的知识域
面。对于本文的作者，更就应有深刻的了解。推荐同学们多
从课外搜集资料，为我所用。

3、写：学习语文，不能离开语言表达，除了与你的.学习同
伴探知讨论、各抒己见之外，必须要及时将自己的想法和思
维整理成文字，这样会促进你的写作水平提高，也可使你的
思想闪光得到永久保存。

方法指导：

小组合作探究：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合作学习，主动探究、
各采众长。

一、情境导入：克隆羊多利

（激发兴趣，引发思考）

二、步入课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克隆”一词也经常被用到，只但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克隆含义更加灵活、更加广泛。你能举一些
生活中能够叫做克隆的例子吗？（畅所欲言，将科学术语通
俗化，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

学生活动：生活中的“克隆”

（二）整体感知

学生找到，大声念出。



（都是）生物靠自己的一分为二或自身的一小部分的扩大来
繁衍后代，这就是无性繁殖。英文名“clone”(克隆)。

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句式表达：

如：凡来自一个祖先，无性繁殖出的一群个体，也叫“克
隆”。

这种来自一个祖先的无性繁殖的后代群体也叫“无性繁殖
系”，简称无性系。

（这种）依靠父母双方带给性细胞、并经两性细胞融合产生
后代的繁殖方法就叫有性繁殖。

这些生物体就是克隆个体。

而这两个、四个、八个……个体就叫做无性繁殖系(也叫克
隆)。

我们把这种说明的方法叫做下定义

考考大家：除了下定义这种说明方法之外，你还明白哪几种
说明方法？

学生抢答：举例子、分类别、打比方、列数字、作比较、列
图表、作诠释、摹状貌等等。

（三）感悟精神：

举例子的方法在在说明文中经常用到，我们这篇文章用了没
有？

请学生找一下，作者在文中列述科学家在那些动物身上做过
克隆实验的例子：（请用说明对象来简单表述）并为他们分



类列出：

鲫鱼、鲤鲫鱼dd蟾蜍（非洲爪蟾）、黑斑蛙dd鼠、绵羊

追求高远，追求极限，不满足于现实，勇于探索。

这篇文章看似很理性客观。其实，在文章不经意的描述中，
有很多能够体现科学家们勇于探索，乐于实践，甘于奉献，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的句子，请找出来，画一下：385天59代，
10微米；189个，只有两个，80多天，8厘米；247次失败等等。

同学们找的很认真，所以说，大家也很有科学精神。这些数
字都体现了科学家勇于进取、严谨求实的精神。

任何一项真正惠于人类的科学技术没有不历经艰辛，曲折向
前的。科学的道路，注定要经受考验，失败成其艰辛，而艰
辛才正成其价值和魅力。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在科学上
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
有期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所以，没有科学家们无私无畏的付
出是得不来的。

文章说：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请你用你熟悉事例谈
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居里夫人清贫为人、淡泊名利，用毕生精力献身实验室，为
人类提取了新的化学元素，堪称典范。

本文的作者谈家桢院士1的生命里，有70年是全身心致力于遗
传学，能够说，科学就是他的生命。我们阅读文章字里行间
都能感受到他对科学的热爱与崇敬。文章的题目“奇妙的克
隆”，“奇妙”就是神奇美妙，我想不沉浸到对科学的热爱
中的人是不能体会这种奇妙所在的。愿同学们能够学习这种
高贵的品质并以自己的行动继承和发扬这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因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



是你们的！期望大家能够在科学的道路上走的更高、更远！

喜：最有效、最方便地使这种羊扩大繁殖（扩大具有高附加
值的动物种群）

有效挽救这类珍稀动物

对于研究癌生物学、研究免疫学、研究人的寿命等都有不可
低估的作用。

用克隆法为人类自身带给“配件”。

悲：有可能引起许多有关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等问题

拓展提升：

大家刚才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也想告诉同学们：你是独
一无二的，我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何其宝
贵，它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个体那么简单，它就应拥有无上的
尊严，生命因其唯一而宝贵！难以想象，假如人的生命也被
克隆，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貌。人的生命是无法复制也
不容复制的！我觉得，要想让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得更好
的唯一办法不是克隆，而是：珍爱生命。

最后，让我们用八个字来结束本节课的学习，请同学们起立
与老师一齐放声呼吁，！

热爱科学敬畏生命

请用掌声为自己的表现喝彩并感谢所有老师和评委专家的指
导，你们辛苦了！谢谢大家！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七

一、教材简析：

本文是一篇科学小品，文章用几个小标题的形式，按照逻辑
顺序，有条理的介绍了什么是克隆；克隆的试验；以及克隆
的应用、发展。文章紧紧围绕文题中“奇妙”两字，生动、
通俗的向读者介绍“克隆”这一最新的尖端科技的知识。

二、教学目标：

1、练习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抓住主要信息，概括文章主要
内容。

2、了解本文的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

3、学习文中科学家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提高
阅读现代科学文的能力，培养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三、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学习课文，了解掌握科学知识；学习一定的说
明顺序，说明方法。

2、教学难点：对克隆问题引发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的认
识。

四、教学准备：

1、学生：上网或图书馆收集有关克隆的文字资料、图片资料。

2、教师：准备多媒体课件，多媒体设备。没有条件的地方可
准备《西游记》的vcd、录像机、录音机、音乐磁带，关
于“克隆”的图片资料。



五、设计思路：

教学一篇课文，让学生理解内容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在获取
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多方面的能力。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因此课前让学生自己利用图书馆，网络搜索自己
需要的信息和资料，培养获取信息的能力。在授课中，采用
让学生读、说、写、练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媒体辅助手段教
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
动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爱科学的热情。

六、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新课开始，放映《西游记》中孙悟空拔一把猴毛变出一大群
猴子的片段，然后讲述导语：孙悟空在紧要关头总能逢凶化
吉，同学们也想不想有这种本领呢？这是什么本领呢？在现
代科学的发展下，我们能实现这个梦想吗？今天，就让我们
一起带着这些梦想来学习一篇新课《奇妙的克隆》（在“克
隆”的图片上出示课题）

设计这一导入语，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动画渲染营造一种氛围，
激发他们的一种求知欲、好奇心，为新课的讲授作铺垫，激
起学生的热情，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进入本课学习。

（二）自由朗读，整体感知：

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思考问题：用简洁的话条理清楚地介绍
什么是克隆？克隆的作用？（学生读课文时，以轻音乐陪衬，
出示克隆绵羊、鱼、牛等动物的图片）

认识一个新事物应由简到繁，由易入难。同时用音乐是为了
陶冶学生，语文课不仅是文字语言的载体，乐曲也是对学生
进行美感的熏陶的一种方式。



（三）研读探究，知识抢答：

用知识抢答的形式，确立一个主持人，一个记分员，一个记
时员，学生分成5—6个组，确定小组发言人，针对问题，合
作探究，解答疑问，教师提供若干问题，学生主持也可针对
文章内容随机确定问题。

教师提供的问题逐一出示为：

1、文章说明“克隆”这一科学知识时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举
例说明。

3、“克隆羊”的诞生，为什么在全世界“轰动”？

4、克隆技术好处？

5、克隆的危害？

6、文中哪些语句体现了科学家的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科
学精神？

设计这一环节，体现了新课标要求学生具有团结合作，主动
探索的精神，寓教于乐，培养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
活动中掌握了解现代科技的知识，也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达
能力，对教学重点进行了突破。

（四）拓展讨论，注重人文：

1、观点明确，理由充足。（利用自己收集的资料）

2、表述清晰、流畅，有条理性。

新课标确定语文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它还具有人文性，
注重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引导，可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同时，此环节很好的训练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五）课堂小结，归结板书：

今天，我们跟随作者进行了一次克隆之旅，一路上走来，我
们在作者这位导游的讲解下，通过大家的探求，知道了有关
克隆的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科学知识，也学习到科学家们锲而
不舍的精神，这都是我们求知路上的宝贵财富。愿同学们去
努力探索更多的未知领域，来造福人类。

（六）作业设计。

搜索整理有关“电脑”的知识，用一定的说明方法，按逻辑
顺序写一篇“电脑”的科学小品，字数500字左右。

对学生进行所学知识的巩固，并举一反三，学以至用。

奇妙的克隆教案小班篇八

速读课文，概述课文内容。

理解说明的思路，掌握说明的方法。

培养学生探求科学的兴趣和辩证思考问题的能力。

继续对说明方法进行学习和巩固，理清作者思路并体会渗透
在字里行间的思想感情。

两课时。

教师准备好授课内容及多媒体课件，学生作好预习，从图书
馆及网上查

找有关“克隆”的知识，并根据课文内容观察身边的“克
隆”现象。



假如你是球迷，你肯定希望世上再多一个罗纳尔多；假如你
是音乐爱好者，你当然愿

意再拥有一个帕瓦罗蒂；再有一个爱迪生、爱因斯坦也是许
多人所梦想的。古希腊有位

“奇妙的`克隆”。

检查预习。

请学生快速自读课文，概括各部分主要内容，并出示“课堂
导问”，供小组讨论。

a．课文使用了四个小标题，有什么作用?

b．“克隆”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c．第二小节写了许多实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材料?

d．“多利”的诞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e．克隆技术能够给人类带来哪些益处与弊处?

(教师巡视课堂，参与各小组讨论，一方面掌握讨论情况，一
方面进行疑点点拔。学

生小组讨论后发言总结，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进一步引导学
生明确)

a．课文使用四个小标题，使全文内容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先写克隆的含义，接着写克隆实验，再写克隆的发展，最后
写克隆对人类的造福和对克隆的思考。

b理解“克隆”的关键是：来自一个祖先，无性繁殖。



是以实验对象即由鱼类、两栖类到哺乳类为线索来安排材料，
这样写便于认清克隆技

术发展的脉络。

多利”的诞生标志着克隆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和重大突破，而
且这个结果证明：动物体中执行特殊功能，具有特定形态的
所谓高度分化的细胞与受精卵一样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潜
在能力。也就是说，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一样，也具有全能
性。

课文从三方面来写克隆技术造福于人类：第一，克隆可以有
效地繁殖具有“高附加值的牲畜”；第二，克隆可以用来挽
救珍稀动物；第三，克隆对于人类疾病的防治、寿命的延长
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并没有沉浸在盲目的乐观当中，而在结尾处提出了关
于“克隆”牵涉到道德伦理问题的冷峻思考。

在学生掌握课文主要内容的前提下组织学生进行有关说明方
法、说明语言、课文内

容拓展深入方面的学习。

(过渡)本文是一篇科普文，“科”为其“科学性”，重在内
容；“普”为其“普及性”，重在语言。二者完美结合，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说明了深奥尖端的生物技术。

研读第一小节“克隆是什么?”。

a．用一句话告诉大家“克隆”是什么。

b．如果课文一开始就告诉大家克隆是无性繁殖，名称来源于
希腊文，效果好吗?



c．举孙悟空的例子有什么作用?

科普短文重在“普”，作者从常见且容易理解的生物现象写
起，将高深的科学技术说

得生动形象，明白晓畅。接着又从词源追溯“克隆”原意，
进一步弄明白了克隆含义。用《西游记》中妇孺皆知的故事，
更将科学技术写得富有趣味。

方法辨析：这一小节使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其作用分别是什
么?

通过上面小结，学生可以得出相应结果，教师再作归纳。

a．第二小节与第三小节有何关系?

b．请找出这两小节中表现科学家严谨、求实、锲而不舍的态
度与精神的语句。体会说明

文语言的准确性。

c．找出使用的说明方法，并说明其作用。(学生讨论，教师引
导并明确)

提示：第二小节为第三小节写“克隆绵羊‘多利”’的诞生
提供了科学基础，做好了行

文的铺垫，并且按由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鱼类、两栖类、哺
乳类)的说明顺序。

分组辩论：克隆人是福音，还是恶兆?

教师可以提供网上、报上的各种言论帮助学生思考，同时也
应紧紧抓住课文结尾引



用的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d沃森的话，对学生的辩论进行点拨。

请各小组学生针对本文的学习，以“我学到了……”进行小
结。教师注意根据学生回答进行点拨，引导学生不仅从知识
上考虑，还从方法上、思想情感上考虑。

将课堂小结“我学到了……”写成书面文字；从网上、报上、
书籍中查询科学前沿的新兴技术。

奇妙的克隆

谈家桢

植物界的克隆：

动物界的克隆：

鱼类

两栖类

哺乳类一“多利”的诞生

利与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