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 生物进化教案(模
板8篇)

教学评价是指通过对学生学习目标的检验、问题的解答、实
践操作的评价等，来评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情况。接
下来是一些优秀的高中教案案例，通过学习它们，我们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教学设计原则。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一

福建师大附中陈丽芳教学目标：

1、解释种群、种群基因库、基因频率等概念。2、运用数学
方法讨论种群基因频率的变化。3、说明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
主要内容。

4、举例说明共同进化和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5、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和生物进化理论在发展的观念。教学
重点：

1、种群、物种、基因频率、隔离等概念。

2、突变和基因重组、自然选择、隔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
用。教学难点：

1、基因频率的概念。

2、自然选择对种群基因频率的影响。3、隔离在物种形成中
的作用。课时安排：

3课时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制作。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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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二

思维拓展

1.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地方，人们常会在乱石丛中看到一些灰
黑色的“鹅卵石”。有时，这些“鹅卵石”上竟会开出美丽
的鲜花。原来，这并不是鹅卵石，而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
生长在石头丛中，只有几片着地而生的肥厚叶子。它的叶子
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上都活象鹅卵石，人们就给它起了个名
字叫生石花，意思是生长在石头上的花朵。

（1）用达尔文的观点解释，生石花出现上述性状是的结果。

（2）上述现象在生物学上叫做拟态，你能举出生物拟态的例
子吗？

2.长颈鹿是令人喜爱的动物，尤其是它那长长的颈和四肢。
但你可能不知道长颈鹿的祖先只和现在的羊一般大小，根本
不具有今天它那令人赞叹的长颈和四肢。尝试运用达尔文的
进化论描述长颈鹿的进化过程。

在非洲南部及南部的干旱而多砾石的荒漠上，生长着一类极
为奇特的似态植物——生石花。它们在没有开花时，简直就
像一块块、一堆堆半埋在土里的碎石块或卵石。这些“小石
块”有的灰绿色，有的灰棕色，有的棕黄色；顶部或平坦，
或圆滑；有些上面还镶嵌着一些深色的花纹，如同美丽的雨
花石；有的则周身布满了深色斑点，好像花岗岩碎块。生石
花的伪装简直惟妙惟肖，甚至使一些不明底细的旅行者真假



不分，直到想拾上几块“卵石”留作纪念时，才知道上当。
其实这些“小石块”就是生石花肉质多浆的叶子。每年6－12
月份，是南半球的冬春季节，也是生石花类植物生命交响乐
中最动人的乐章。每天中午，都有鲜艳夺目的花朵从“石
缝”中开放，黄色、白色，还有玫瑰红色的花冠，大如酒盅。
花盛开时，一片片生石花艳丽的花朵覆盖了荒漠，远远望去
犹如给大地盖上了一床巨大的花毯。但当干旱的夏季来临后，
荒漠上又是“碎石”的世界。

据植物学家调查，世界上这类貌似小石块的植物有100多种，
都长在非洲大陆的南部，颇为珍贵。它们虽然十分弱小，而
且充满了汁液，吃上去味道不错，却因为成功地模拟了无生
命的石块，骗过了强大的天敌——食草动物，保护了自己的
生命。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三

生物进化的历程极其漫长而复杂。因此，本节教学内容，要
求教师要把握好教学目标，不要增加知识的难度。

学生对生物进化的历程比较感兴趣，但对生物进化的顺序和
判断依据却不甚清楚。所以，教师应注意多从生活实际出发，
通过资料分析、讨论，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学生进一步
理解、掌握。

：1、举例说出研究生物进化的方法。2、概述生物进化的主
要历程。

创设情景---分析讨论---解决疑难----得出结论

1、学习研究生物进化的方法 生物学研究中常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比较，可以推测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研究生物进化
过程中，化石（fossil）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地球上现存的生物
都是进化的结果，对他们亲缘关系的研究，可帮我们追溯生



物进化的过程。科学家通过对不同年代化石的纵向比较，以
及对现存生物种类的横向比较等方法，可推测出生物进化的
大致历程。

2、生物进化的大致历程 生物进化的历程大致是：由简单到
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水生到陆生。激情、质疑激发兴趣
表述交流看书思考表述交流得出结论看书分析讨论表述交流
得出结论练习巩固进一步明确巩固新知创设情景：生物圈中
形形色色的生物究竟是怎样有地球上的原始生命进化来的？
导入新课。组织学生看书进行资料分析点拨指导组织学生看书
（生物进化树）组织学生技能训练知识回顾感悟与收获达标
检测：瞭望角进一步探究布置作业课后记：生物化石作为进
化证据，生物进化的总趋势这两个问题学生很容易理解，关
于进化历程有了前面学习的基础，也能很好理解，只是要按
顺序记起来，有些学生有难度。另外课本中进化树与原来静
的进化过程不相符，例如软体动物在环节动物之前，爬行动
物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之后，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查资料解决。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四

知识目标：

1.研究生物进化的方法。

2.概述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能力目标：通过对化石及化石挂图的观察、比较、分析,培养
学生的观察能力、研究问题、解决问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

1.结合我国出土的化石的事例及其研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结合生物进化历程学习，进一步增强学生爱护动植物的教育



和保护生物圈的意识。

1.研究生物进化的方法。

2.概述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化石所证明的四个结论。

第1课时

1.由复习提问导入新课。

2.案例分析1：学生阅读课本53页资料分析1。

教师归纳总结：说明生物是在不断地进化的，生物进化经历
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的发展过程。

3.案例分析2学生观察分析始祖鸟的一些形态特点。

学生讨论得出：始祖鸟具羽毛、有翅、有牙齿、翅尖有趾爪、
具有脊椎骨的长尾这些特点。讨论在这些特点中哪些是鸟的
特点？哪些不是？是哪一类生物的特点？象分析马的变化一
样来分析归纳出始祖鸟是处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过度类型
是鸟类和爬行类的共同祖先。说明现代生物间有亲缘关系。

4.案例分析3出示若干恐龙化石挂图。

(1)介绍我国许多地方发现了不少恐龙化石和恐龙蛋的化石。
指出恐龙属于古代的爬行动物，科学家对恐龙化石研究得出
恐龙生活在大约1亿至2亿年前，遍布海、陆、空，陆地上有
的恐龙体形巨大。

(2)教师放事先录好的恐龙在地球上生活时间的自我介绍磁带。

(3)学生讨论恐龙灭绝的原因。接下去教师放恐龙灭绝原因的



磁带(恐龙的自我介绍)。

5.案例分析4：比较生物与人的细胞色素c的氨基酸组成的差
异。

6.讨论：

(1)上述资料中，科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问题时各采用了什么
方法？

(2)上述资料中，科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共同之处？

(3)根据上述资料，你能队生物进化的历程作出怎样的推测。

7.教师小结本节主要内容

第2课时

1．复习提问:结合原始地球景观挂图，利用特定的语音、语
调来讲述原始.生命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3.分小组参与拼图竞赛，比一比哪一小组配合得好，能迅速
而准确地把进化树重新拼合起来。教师组织学生自评、互评。

4.引导学生完成技能训练：评价证据和假说。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五

（1）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主要内容。

（2）种群、种群基因库、基因频率的概念，以及基因频率的
计算方法。

（3）突变和基因重组为生物进化提供原材料的原因。



（4）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5）隔离的概念和类型，以及隔离与物种形成的关系。

2、能力目标

通过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归纳总结能力。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六

1、举例说出生物进化的主要依据——化石。

2、概述生物进化的主要里程，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

1、通过对化石的观察、比较和分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培养应用已有知识，对问题的答案提出科学的设想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关目标：

1、结合我国出土的化石事例及其研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2、结合生物进化历程的学习，进一步增强学生与生物和谐相
处的教育和保护生物圈的意识。

1、 重点：生物进化的证据和历程。

2、 难点：生物进化的证据和历程。

【提出问题，引出新课】各种生物是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进
化演变形成的。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我们要
问：

（1）人类是如何获得这个结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3）为什么生物会不断发展，原因是什么？即生物是怎样进
化的？这是这节课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生物进化的证据：

科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时发现生物进化的历程是：由简单到
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科学家是如何了解进
化的历程的？科学家又是怎样知道地球是曾经生活过什么类
型的生物？生物化石可以作为研究地球曾经生活过的生物的
材料，通过化石了解生物进化的历程。

我国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谈到他在太行山和其他
地方看到的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根据太行山山崖上的化石，
沈括认为太行山曾经是海滨。

什么是化石？生物化石是指由于某种原因，埋藏在地层中的
生物的遗体、遗物或生活痕迹。化石保留了古代生物原有的
特点，所以被用来研究古代生物，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证明
某种生物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 化石有很多种，有由生物体
的坚硬部分形成的遗体化石，如骨骼化石、贝壳化石等；有
保存植物叶片痕迹的印痕化石；还有遗迹、遗物化石等。 为
什么化石能够说明生物的进化？ 地球的地层形成有早有晚，
不同的地层中有不同的生物化石。根据存在于各个地层中的
化石，可以判断生物类型和生存的年代。对不同地层中的化
石进行分析比较发现：

（1）最古老的地层中没有化石。

（2）从大约39亿年前的地层中开始发现生物化石。

（3）越古老的地层中，成为化石的生物越简单、越低等，越
晚形成的地层中成为化石的生物越复杂、越高等。

（4）古老的地层中水生生物的化石较多；晚形成的地层中陆



生生物的化石较多。

讨论：科学家的这些发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小结】

（1）通过对化石的研究，我们得知原始地球是没有生命的，
生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2）根据对化石的研究，我们知道了生物进化经历了由简单
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的发展过程。

【提问】生物进化的历程是怎样的？

二、生物进化的历程与原始生命起源一样，生物进化的历程
也是极其漫长的过程。现在地球上的丰富多彩的生物界是经
过漫长的历程逐渐进化形成的。

在进化的早期，由于营养方式的差异，原始生命的一部分进
化为具有叶绿素的原始藻类，另一部分进化为不含叶绿素的
原始单细胞动物。以后，这两类原始生物分别沿着一定的历
程发展为动物界和植物界。

科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的历程过程中对不同类群的生物进化
比较，对比不同类群的生物的结构、功能和生活习性，发现
各类生物的相同和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亲缘关系近的生
物类群，相同的特点较多，反之较少。根据分析比较，找出
不同类群生物的关系和进化发展的顺序。我们也可以用这种
方法对植物和动物两类生物中的不同类群分析比较，认识它
们的进化历程。

1．植物进化的历程：

提供各类群植物代表植物的挂图或投影片，组织学生对不同



类群植物的形态结构、生殖方式以及生活环境比较分析，哪
类生物结构简单，比较低等，哪类生物比较复杂，较为高等，
最后总结植物进化的历程。

提问：植物进化的历程可以反映生物进化的`什么趋势？

从生活环境看，进化的历程是从水生到陆生；从结构分析看，
是从简单到复杂；植物进化的总趋势是由低等向高等发展。

1． 动物进化的历程：科学家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动物进化
的过程。

2． 提供各类群动物代表动物的挂图或投影片，比较各类动
物的特点，并归纳动物进化的历程以及进化的趋势。

3． 生物进化的趋势： 根据生物进化的历程，生物进化的趋
势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向高等，由水生到陆生。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七

1.说出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基本思想及意义。

2.描述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地雀进化的原因及过程。

3.说出达尔文进化学说和其他生物进化学说的关系。

能力目标

1.知道达尔文论的实质。

2.能够较准确判断加拉帕戈斯雀的进化顺序。

3.能运用达尔文进化理论解释桦尺蛾的变化。

情感目标



1.学习达尔文细心观察和实验，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2.认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树立唯物主义的自然世界观。

课前准备

1.加拉帕戈斯雀喙进化的图片。

2.要求学生通过资料、网络等查询有关生物进化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我们通过上节课的学习，知道了生物是进化发展的，进化
发展的证据有哪些呢?

2.生物进化的历程是不是漫长的?生物进化的原因是什么?

导入新课

我们这节课就研究一下生物进化的学说

二、新授

生物的进化教案设计篇八

生物进化的总体趋势：

1.过渡生物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直接用观察和实验
的方法再现。科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的历程过程中对不同类
群的生物进化比较，对比不同类群的生物的结构、功能和生
活习性，发现各类生物的相同和不同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
学习过动植物类群的相关知识，大致了解了它们的主要特征，



有的类群结构简单，有的结构复杂，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2.展示图片

3.提问：

4.提问通过比较植物的生活环境和形态结构特点，你们能发
现什么规律？

5.展示脊椎动物心脏结构图片并提问：

(1)它们分别表示哪种动物的心
脏a_____、b______、c______、d_______。

(2)鱼类的心脏______心房________心室，

两栖类的心脏______心房______心室，

爬行类的心脏_______心房________心室，心室里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鸟类和哺乳类的心脏______心
房______心室。

（3）推测哪类动物的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最强？试从图中动
物的心脏结构特点推测它们的进化历程。

（4）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的生活环境有什
么特点？

6.引导学生总结纵观生物进化的历史，其总体趋势是：形态
结构上是从到；生活环境上是从到；进化地位上是从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