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必修一生物教案 高中生物必修一教案
(优质8篇)

编写教案可以帮助教师时刻保持教学思路的清晰。小班教案
范文的整理，是对优秀教学实践的总结和分享，希望对广大
教师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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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子和小分子物质主要以被动运输(自由扩散、协助扩
散)和主动运输的方式进出细胞;大分子和颗粒物质进出细胞
的主要方式是胞吞作用和胞吐作用。

第五章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一节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

一、相关概念：

1、新陈代谢：是活细胞中全部化学反应的总称，是生物与非
生物最根本的区别，是生物体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

2、细胞代谢：细胞中每时每刻都进行着的许多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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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占细胞鲜重比例最大的化学元素是o、占细胞干重比例最
大的化学元素是c.

第二节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蛋白质

一、相关概念：



1、氨基酸：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约
有20种。

2、脱水缩合：一个氨基酸分子的氨基(—nh2)与另一个氨基
酸分子的羧基(—cooh)相连接，同时失去一分子水。

3、肽键：肽链中连接两个氨基酸分子的化学键(—nh—co—).

4、二肽：由两个氨基酸分子缩合而成的化合物，只含有一个
肽键。

5、多肽：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氨基酸分子缩合而成的链状结
构。

6、肽链：多肽通常呈链状结构,叫肽链。

二、氨基酸分子通式：

nh2—(r—ch—cooh)

三、氨基酸结构的特点：

每种氨基酸分子至少含有一个氨基(—nh2)和一个羧
基(—cooh)，并且都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连接在同一个碳原
子上(如：有—nh2和—cooh但不是连在同一个碳原子上不叫
氨基酸);r基的不同导致氨基酸的种类不同。

四、蛋白质多样性的原因：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数目、种类、排列顺序不同，多肽链空
间结构千变万化。

五、蛋白质的主要功能(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1、构成细胞和生物体的重要物质，如肌动蛋白;

2、催化作用：如酶;

3、调节作用：如胰岛素、生长激素;

4、免疫作用：如抗体,抗原;

5、运输作用：如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

六、有关计算：

1、肽键数=脱去水分子数=氨基酸数目-肽链数

2、至少含有的羧基(—cooh)或氨基数(—nh2)=肽链数

第三节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核酸

1、核酸的种类：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

2、核酸：是细胞内携带遗传信息的物质，对于生物的遗传、
变异和蛋白质的合成具有重要作用。

3、组成核酸的基本单位是：核苷酸，是由一分子磷酸、一分
子五碳糖(dna为脱氧核糖、rna为核糖)和一分子含氮碱基组
成;组成dna的核苷酸叫做脱氧核苷酸，组成rna的核苷酸叫做
核糖核苷酸。

4、dna所含碱基有：腺嘌呤(a)、鸟嘌呤(g)和胞嘧啶(c)、胸腺嘧
啶(t)

5、rna所含碱基有：腺嘌呤(a)、鸟嘌呤(g)和胞嘧啶(c)、尿嘧
啶(u)



6、核酸的分布：真核细胞的dna主要分布在细胞核中;线粒体、
叶绿体内也含有少量的dna;rna主要分布在细胞质中。

第四节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一、相关概念：

1、糖类：是主要的能源物质;主要分为单糖、二糖和多糖等;

2、单糖：是不能再水解的糖.如葡萄糖;

3、二糖：是水解后能生成两分子单糖的糖;

4、多糖：是水解后能生成许多单糖的糖.多糖的基本组成单
位都是葡萄糖;

5、可溶性还原性糖：葡萄糖、果糖、麦芽糖等。

二、糖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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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莱登与施旺的称谓的区别。在讲细胞学说时，学生常将
植物学家施莱登与动物学家施旺的称谓混淆。我就告诉学生
施莱登的“莱”字上有一草头，“草”乃植物也，故其为植
物学家。这样学生就马上把两者的称谓记住了。

2.支原体无细胞壁，衣原体有细胞壁。常见的原核生物中只
有支原体没有细胞壁，但学生常将支原体和衣原体混淆，搞
不清两者谁有谁无细胞壁。我就对他们说，“衣”原体就像
穿了一层衣服，因此衣原体有细胞壁，支原体也就无细胞壁
了。

3.常见的七种微量元素。可采用谐音记忆法，“甜梦童心盆



沐浴”即“fe、mn、cu、zn、b、mo、cl”七种微量元素。

4.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采用联想记忆法，“苏赖甲、本
色亮、洁异亮”，想象出意义：苏赖(人名)的指甲，本来颜
色就亮，清洁之后异常亮了。即“苏氨酸、赖氨酸、甲硫氨
酸、苯丙氨酸、色氨酸、亮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八种
氨基酸。

5.细胞有丝分裂五期的变化特征，多而零碎，直接记忆难度
很大。可以把各期的变化归纳为一句口诀，借助口诀记忆。
间期：“复制合成暗准备”，意为在间期细胞表面没有变化，
但实质上在进行染色质复制，包括了dna复制和有关蛋白质合
成，为分裂期作物质上的准备。

前期：“膜仁消失显两体”，意为在前期核膜、核仁消失，
形成纺锤体及染色质变成染色体。

中期：“形定数晰赤道齐”，意为到中期，染色体不再缩短
变粗，形态固定，数目清晰，便于观察，并整齐排列在细胞
中央的赤道板上。

后期：“点裂数加均两极”，意为后期着丝点分裂，两条姐
妹染色单体分裂成两条染色体，染色体数目加倍，在纺锤丝
的牵引下移向细胞两极，实现平均分配。

末期：“两消三现生二子”，在植物细胞有丝分裂末期，纺
锤体消失，染色体变回染色质，核膜、核仁重现，细胞中央
出现细胞板，形成新的细胞壁，把一个细胞分隔成两个子细胞
(动物细胞中归纳为“两消两现生二子”，因为不会出现细胞
板了)。

6.滤纸条上四色素带记忆。用纸层析法分离绿叶中色素时，
滤纸条上会出现4条色带，从上到下依次为胡萝卜素、叶黄素、
叶绿素a、叶绿素b，可用概括记忆法，概括为“胡黄ab”四个字



记住。

7.神经纤维静息时细胞膜内外的电荷分布。神经纤维在未受
到刺激时，细胞膜内外的电位表现为“内负外正”，学生很
易跟“内正外负”混淆。可采用联想记忆法，联想“内含丰富
(负)、外树正气”这句话，从而记住“内负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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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

一、相关概念：

1、自由扩散：物质通过简单的扩散作用进出细胞。

2、协助扩散：进出细胞的物质要借助载体蛋白的扩散。

3、主动运输：物质从低浓度一侧运输到高浓度一侧，需要载
体蛋白的协助，同时还需要消耗细胞内化学反应所释放的能
量。



二、自由扩散、协助扩散和主动运输的比较：

高一必修一生物教案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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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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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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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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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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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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目标：

1.认识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了解它们的共同
点和重要的区别特征。

2.了解细胞膜的成分，理解细胞膜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之
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并会区分物质通过细胞膜的几种不同方



式。

3.了解各种细胞器的分布、形态结构和功能特点。

4.认识细胞核的亚显微结构特点和主要生理功能。

5.理解染色质和染色体相互转变的动态关系。

6.了解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区别。

（二）能力目标：

1.通过学习真核细胞亚显微结构，培养学生识图能力和绘图
能力。

2.通过对细胞结构的学习，训练学生利用对比的方法归纳总
结知识的能力。

3.通过设计和分析实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4.训练学生利用资料分析、判断问题，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能
力。

1、围绕细胞不同于非生物的生命特点进行学习和讨论。

2、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

3、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结构，为第二章中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
用奠定基础。

4、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为第五章学习奠定基础。

1、细胞的体积与相对表面积对于细胞的意义。

2、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特点，理解膜的流动性。



3、叶绿体、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结构和功能，理解细胞器间
的关系。

4、染色质与染色体间互相转换的动态关系。

小结：从物质基础方面考虑，病毒成分简单不足以完成复杂
的新陈代谢；从结构基础上看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细胞
学说指出：细胞是新陈代谢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因此
病毒不能独立进行新陈代谢。病毒必须寄生于活的细胞生物
中才能体现生命现象。

课件演示几种植物细胞、几种人体细胞、原核细胞。

小结：讨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