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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1.题目：七年级上册《动物体的结构层次》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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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板书；

（3）增强学生对自身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试题解析】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上课之初，教师先大屏幕呈现由一个鱼由受精卵细胞发育成个体的图片，请学生发挥想

象力，和同桌之间讨论鱼从一个受精卵细胞如何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个体，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细胞的数量增加外，还发生了哪些可能的变化？

在学生的讨论中自由发言，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入课题。

二、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一）小组合作，归纳探究

课件呈现不同种结构和形态的细胞，请学生结合上节课学习过的细胞分裂产生新细胞，

观察这些图片以及课本中图 2-12，以小组为单位思考讨论：这些多种多样的细胞是如何形

成的？不同形态的细胞组合在一起又形成什么结构？从而帮助学生初步感知细胞分化以及

组织的概念。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进行巡视指导，讨论结束后随机请小组代表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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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肯定行的表扬与肯定。

学生回答后，教师进一步明确什么时细胞分化，细胞分化后结构和功能相似的细胞联合

在一起成为细胞群，成为组织。

教师继续以小组为单位，发送人体的基本组织切片，请学生观看这些组织切片的形态结

构，观察结束之后，教师课件呈现四种不同的四种基本组织，请学生结合自己观察的结果以

及自身的经验，辨认四种基本的组织，并依次阐述四种不同组织的功能。

学生回答结束后教师进行四种基本组织的进一步讲解。

（二）同桌交流，共同提升

学习完四种基本组织后，教师继续引导学生思考：四种基本组织结合在一起又会形成什

么结构层次呢?随后通过展示多个器官的示意图、幻灯片，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同桌之间相

互讨论，教师随机提问并对学生的回答给予鼓励。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总结出器官的概念。

学习完器官以后，教师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的各个器官，如耳、鼻、喉、关节等，按照一

定的标准归类对自身的器官进行分类。学生分类结束后，教师结合自身结构来讲解人体八大

系统，理解不同的器官按照一定的生理功能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系统。

学生在理解器官和系统的知识后，教师呈现不同的系统图片，根据系统引导学生利用本

节课的知识回答导入课程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理解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三、巩固提升，加强认知。

大屏幕展示一道练习题，引导学生以抢答的形式回答。

1.下列结构中属于消化系统的是（ ）

A.大脑 B.心脏 C.胃 D.肺

答案：C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引导：加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

七、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以概念图的形式巩固本节课知识。

2.完成练习册。

板书设计：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一、细胞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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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一种细胞通过分裂产生后代，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发生的差异性变化。

二、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受精卵 细胞群 组织 器官 系统

第二篇 《耳和听觉》

1.题目：七年级下册《耳和听觉》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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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板书；

（3）条理清楚，重点突出。

【试题解析】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上课之初，教师提出问题：假如在你回家的放学路上，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这是

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做出这些反应的你是依靠的哪些器官，这些器官和系统对我们适应外界

环境有什么意义？

在学生的讨论中自由发言，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入课题。

二、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一）创设情境，初步认知

老师继续展示四幅图片(分别为小巷里，驶来的汽车鸣起喇叭，行人迅速躲避；电话铃

声响了，小丽赶快跑去接电话；同学们分组讨论，各抒己见；同学们随着音乐节拍做广播操，

动作整齐划一)。随后教师抛出问题：这四组图片中的场景，如果人们都失去耳朵会是什么

样的情境呢?同学们还能举出其他的例子说明耳朵的重要性吗？

学生自由发言，教师针对学生的回答给予鼓励性的表扬，并再次强调耳朵的作用和重要

性。

（二）小组合作，归纳总结

教师继续引导提问：我们知道了耳朵的重要性，那耳朵的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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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听到声音呢？教师引导学生四人为一个小组，先组内观察组员的耳朵，了解耳朵的外部结

构后，再认真观察教师提供的耳朵的挂图，组内讨论，尝试总结耳朵的基本结构。在学生讨

论的过程中教师进行巡视指导，讨论结束后随机请小组代表进行回答，并对学生的回答给予

肯定行的表扬与肯定。

学生回答后，教师结合板书仔细讲解耳朵的基本结构。

教师继续以小组为单位，再次引导学生观察挂图，引导学生找出挂图中两处特殊的地方。

学生回答后，教师进一步明确：一个是听觉神经，位于内耳；一个是收集声波，位于耳

郭。

（二）同桌交流，共同提升

了解耳的基本结构后，教师大屏幕展示听觉形成的动画视频，引导学生同桌之间相互交

流，尝试总结听觉形成的过程。在同桌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进行巡视指导，讨论结束后教师随

机请学生进行阐述，并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表扬性评价。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总结出听觉的形成过程为：外界的声波经过外耳道传到鼓膜，鼓

膜的振动通过听小骨传到内耳，刺激了耳蜗内对声波敏捷的感觉细胞，这些细胞就将声音信

息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的一定区域，人就产生了听觉。

三、巩固提升，加强认知。

大屏幕展示一道练习题，引导学生以抢答的形式回答。

1.形成听觉的正确路径为（ ）。

A.声波→耳→听神经→听觉中枢 B.声波→外耳→中耳→内耳

C.声波→外耳→中耳→耳蜗 D.声波→鼓膜→听小骨→耳蜗

答案：D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引导：了解自己的耳部并增强保护听力的意识。

七、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以概念图的形式巩固本节课知识。

2.完成练习册。

板书设计：

耳和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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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的产生机制：

声音 外耳道 鼓膜 前庭、耳蜗（转换成生物电） 听神经 传到

大脑中枢，形成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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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1.题目：八年级上册《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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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在 10 分钟内完成试讲；

（1）如果试讲内容有实验，则要描述具体实验过程；

（2）要有适当的板书；

（3）要有提问、互动环节。

【试题解析】

一、导入新课

教师播放一段视频，学生观看不同动物的运动方式，并回顾上节课学习过的运动系统的

组成和关节的结构等内容，引发学生思考：动物的运动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教师揭题并板书：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学生浏览教材。

二、探索新知

（一）自主观察，总结概念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骨的结构和功能，明确：骨的位置的变化产生运动，但骨本身无法运

动，必须靠骨骼肌的牵拉才能实现运动。

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总结骨骼肌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理解运动的发生实质：当骨骼

肌受到神经传来的刺激收缩时，就会牵动骨绕关节活动，于是躯体就会产生运动。

（板书：骨骼肌。）

（二）合作讨论，分析过程

1.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①请学生把上臂举起，完成屈肘和伸肘的动作，并思考：这个动作是靠那些结构完成的？

要点：骨骼、肌肉和关节。

②那么屈肘和伸肘的动作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请同学们再次举起一只手臂，在完成屈

肘和伸肘的同时，用另一只手去触摸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向学生指明位置），感受它们的

状态是收缩还是舒张。

请学生说出自己在屈肘和伸肘时感受到的两组肌肉的状态。

（ 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板书：屈肘 收缩 舒张

伸肘 舒张 收缩 ）

配合课件展示屈肘和伸肘动画，引导学生共同总结：骨骼肌只能收缩牵拉骨但不能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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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因此，与骨相连的肌肉总是两组肌肉相互配合活动。只有当两组伸肌和屈肌协调工作时，

相邻骨骼才会绕着关节产生相应的运动。

2.教师提问：只靠运动系统，就能实现运动吗？

学生两人一组讨论：机体的各个系统是如何协调配合实现运动？

学生回答，教师进行发展性评价，并引导学生共同总结：

运动并不是仅靠运动系统就能完成，它还需要神经系统的控制和调节，为肌肉输送营养

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运走代谢废物的泌尿系统等，因此，运动需要多个系统的密切配合

才能完成。

三、巩固拓展

[单选]你的屈肘动作的产生是由于( )的结果。

A.肱二头肌收缩，肱三头肌舒张 B.肱二头肌舒张，肱三头肌收缩

C.肱二头肌收缩，肱三头肌收缩 D.肱二头肌舒张，肱三头肌舒张

答案：A

四、归纳总结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骨骼肌的组成、运动的实现过程。

五、布置作业

利用环保材料，制作骨、关节、肌肉实现协调运动的模型。

板书设计：

骨、关节和肌肉的协调配合

一、概念 二、运动的产生

组成：肌腱、肌腹 肱二头肌 肱三头肌

骨骼肌 特性：受刺激会收缩 屈肘 收缩 舒张

特点：两两配合 伸肘 舒张 收缩

运动：骨骼肌受刺激收缩，牵动骨绕关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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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昆虫的发育》

1.题目：八年级上册《昆虫的发育》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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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教学过程中有互动环节；

（2）要有适当的板书；

（3）试讲时间 10 分钟。

【试题解析】

一、视频导入

教师大屏幕展示一段毛毛虫蜕变成美丽蝴蝶的视频，请学生结合自身的经历并思考，毛

毛虫从哪来？它又是如何变成蝴蝶的呢？

学生自由发言后，随即进入新课题——昆虫的生殖和发育。

二、讲授新课

（一）小组合作，启发探究

教师大屏幕展示家蚕生殖发育全过程的视频，请学生结合课本观察与思考的图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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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并结合课本相应文字部分，小组讨论并思考：家蚕的一生要经过几个时期？什么是变

态发育呢？过程中教师点拨：不同发育时期的家蚕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差别明显吗？在学生

讨论之后请学生分别阐述自己小组观点。教师给予评价。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总结出：家蚕的一生要经过受精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

由受精卵发育成新个体的过程中，幼体与成体的形态特征与生活习性差异很大的发育过程称

为变态发育。

（二）同桌交流，归纳总结

教师继续呈现蝗虫的生殖发育过程的视频，指导学生对比刚才所学家蚕的生殖发育过程，

同时阅读教材其他昆虫的生殖和发育的内容，思考蝗虫的生殖发育过程与家蚕有什么不同

呢？变态发育可分为哪两大类呢？

同桌之间进行讨论，过程中教师点拨：家蚕可成蛹，蝗虫有这一过程吗？

讨论结束后请学生依次阐述自己的结论，教师进行补充并解释，师生共同得出蝗虫与家

蚕不同之处在于蝗虫不经过蛹这个时期，而是要经过有 5次蜕皮的若虫时期；像家蚕一样，

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四个时期的称为完全变态；像蝗虫这样要经过卵、若虫、成虫三

个时期的称为不完全变态。

三、巩固拓展

课件出示两道练习题，引导学生进行抢答：

1.在昆虫发育过程中，完全变态比不完全变态多了一个时期，多出的时期是（ ）

A.卵 B.幼虫 C.蛹 D.成虫

答案:C

2.美丽的蝴蝶是由“毛毛虫”变成的，“毛毛虫”与“蝴蝶”所处的发育阶段分别是（ ）

A.幼虫、卵 B.蛹、若虫 C.若虫、成虫 D.幼虫、成虫

答案：D

四、归纳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小结，帮助学生养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五、课后作业

回家养几只蚕宝宝，观察记录它们的生长发育情况。

板书设计：

昆虫的生殖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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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尿的形成》

1.题目：七年级下册《尿的形成》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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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教学过程中有互动环节；

（2）有适当的板书；

（3）要有过程性评价。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20 -

【试题解析】

一、回顾导入

1.教学提问：七年级上册我们学习到了生物的特征，大家还记得吗？（学生回顾并作答），

其中有一个特征是生物体都能排出体内的废物，如汗水、尿液、呼出气体、落叶等，哪种排

泄方式是人体排出废物的主要方式？

2.学生自主回答，教师揭题：尿液是人体排出代谢废物最主要的途径，那尿液是如何形

成的？教师板书：尿的形成。

3.学生浏览教材。

二、讲授新课

（一）自主观察，总结特征

肾脏是形成尿液的主要器官。

1.学生观察教师课件上所示的肾和肾单位结构图，总结肾单位的结构特征。

3.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师生共同总结：

①每个肾脏包括大约 100 万个肾单位。

②每个肾单位由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等部分组成。

③肾小球为毛细血管球，肾小囊呈盂形包被着肾小球，肾小管外包被着丰富的毛细血管，。

（二）合作讨论，分析过程

1.提问：尿液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引导学生结合“筛沙子”的实例，尝试描述尿液形

成的过程。学生讨论完毕后作答，教师给予发展性评价，师生共同总结尿的形成过程：

①原尿的形成（肾小球的滤过作用）：血液流经肾小球时，除了血细胞、大分子蛋白质

外，血浆中部分水分、葡萄糖、无机盐、氨基酸、尿酸、尿素等，通过肾小球过滤到肾小囊

腔内形成原尿。

②终尿的形成（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原尿经过肾小管时，全部的葡萄糖、氨基酸、

大部分的水、部分的无机盐通过肾小管重吸收回血液，剩下部分水分、无机盐、尿酸、尿素

经肾小管、集合管流出，形成终尿，即尿液。

2.在学生总结的基础上，多媒体播放尿的形成动画，帮助学生更加清晰、直观地掌握过

程。

三、巩固拓展

1.课件展示：血液透析示意图。教师强调：人工肾是模拟肾脏过滤作用的原理，依靠体

外循环装置净化血液，又称“血液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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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病人为什么要做血液透析？血液透析如何净化血液？

答案要点：病人的肾脏功能失常，导致血液中有害物质不能及时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可

通过血液透析模拟尿液的形成原理，将血液导入透析器中，通过透析器的过滤作用，将血液

中的尿素等有害物质，过滤到透析液中，再将净化的血液导回体内。

四、归纳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复述尿的形成过程，总结本节课的要点。

五、课后作业

绘制尿的形成概念图。

板书设计：

尿的形成

一、肾单位

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

二、尿的形成

肾小球：过滤

肾小囊：重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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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探究光对鼠妇的影响》

1.题目：七年级上册《探究光对鼠妇的影响》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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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设计成一堂实验课；

（2）注重对学生探究能力的提升；

（3）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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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激趣导入

引导学生回忆儿时观察“西瓜虫”即鼠妇的乐趣，并回顾环境中影响生物的生活和分布

的因素叫做生态因素，非生物因素如光、水分、温度等；生物因素就是影响某种生物生活的

其他生物。影响鼠妇的生态因素也有多种，其中光是最主要的非生物因素，那光对鼠妇到底

又怎样的影响呢？这节课就来探究下光对鼠妇的影响。教师板书：实验：探究光对鼠妇的影

响。

二、实验探究

（一）探究的一般步骤

教师引导学生明确探究的一般步骤，学生阅读课本 16~17 页的方框的内容，小结出探究

的一般过程：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交流

（二）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探究过程

教师引导学生从这六个步骤，针对光这个外界环境因素对鼠妇生活会产生的影响进行探

究。

1.提出问题：光会影响鼠妇的生活吗？

2.作出假设：光会影响鼠妇的生活。（根据捉鼠妇时的经验作出假设）

3.制定计划：

明确实验器材。

安排学生小组讨论以下问题：

①怎么样才知道光对鼠妇生活有影响？

要点：设置一个实验，用光照鼠妇，看鼠妇的反应。

②一个有光的组够不够？怎么能说明是光这个因素对鼠妇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由

于其他原因。

要点：不能，要有对比；还要设置一个无光组；有光组和无光组除了光这个因素外，其

他因素完全相同。

③设计多少鼠妇做实验比较合理？用 1只鼠妇行吗？

要点：鼠妇数量越多，实验结果越准确，但也不能太多，统计会比较困难。用 1 只鼠妇

存在偶然因素，所以不行。

④做一次实验结果可靠吗？实验过程中多久观察记录一次？

要点：不够，应该多做几次，实验数据更接近真实情况：时间太短，鼠妇尚未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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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1分钟观察一次，观察 10 分钟左右。

根据以上讨论，以小组为单位制定计划，并明确探究实验的几个要素：

对照实验：对照组和实验组

单一变量：实验组和对照组间有且只有一个因素不同。

注意事项：①注意操作安全，小心玻璃板划伤；②爱护小动物，实验结束后放归自然。

4.实施计划

提醒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注意事项，要随时做好实验记录。

按照制定的计划来进行实验操作，并记录实验数据，填写书 16 页的表格

5.得出结论

选取最后一分钟的结果，分别统计黑暗处和光亮处鼠妇的数量。

经过分析讨论得出结论：光会影响鼠妇的生活。

6.表达交流

同学的交流相当于重复实验。各组交流实验结果，取平均值作为实验结果。

进一步启发学生：鼠妇的生活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学生畅所欲言：温度、水分……。

三、课外拓展

完成本探究的实验记录。课后自己选取另一个影响鼠妇生活的非生物因素，制定探究计

划并完成探究过程。

板书设计：

探究光对鼠妇的影响

提出问题

做出假设

制定计划

实施计划

得出结论

表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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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心脏的结构》

1.题目：《心脏的结构》片段教学

2.内容：

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板书；

（3）有小组合作。

【试题解析】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上课之初，教师先请学生将左手放在胸口右侧，右手放在胸口左侧，感受心脏的跳动，

并尝试数一数在一分钟内自己的心跳次数，邀请不同学生分享感受，提出问题：为什么有的

同学心跳较快，有的同学心跳较慢？心脏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在学生的疑惑中引出新课：输

送血液的泵——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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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教师提出问题：心脏的结构是如何的？随后以小组为单位发放猪或羊的心脏，并提出要

求：前后桌 4人为一小组，通过观察和触摸，讨论心脏的外形像什么?心脏壁的薄厚又如何？

讨论结束后教师随机提问小组代表进行回答并给予鼓励。再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进行巡视指

导。

学生回答，像一个桃子，像自己平时画的心。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教师进一步明确：心脏外面有心脏壁，主要是肌肉组织组成。是一个中空的器官，内部

有一道厚厚的肌肉壁将心脏分隔成左右不相通的几个部分。

教师呈现心脏的解剖图，请学生注意观察心脏的内部有几个腔?他们分别与哪些血管相

连?随机提问学生并给予表扬。

学生回答，左右心房，心室。上房下室。左心室与主动脉相连；右心室与肺动脉相连；

右心房与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相连；左心房与肺静脉相连。

结合学生的回答和心脏结构图，教师自信讲解心脏的结构，以及与个结构相连接的血管，

根据挂图解释心脏工作的机理，呈现视频请学生注意观察血液的变化方向。

三、巩固提升，加强认知。

借助心脏模型，以抢答的形式，随机提问同学，说一说心脏的结构都有哪些?具体的位

置都在哪里?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引导：加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

七、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画出心脏的结构图，以概念图的形式巩固本节课知识。

板书设计：

心脏的结构

一、心脏的位置

二、心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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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脏的功能：提供血液循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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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细菌》

1.题目：八年级上册《细菌》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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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教学过程中有互动环节；

（2）要创设适当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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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讲时间 10 分钟。

【试题解析】

一、回顾导入

在上课之初，教师播放一段舒肤佳的广告视频，提问学生，“我们为什么要洗手啊？”

学生回答后，教师继续提出问题“细菌是一类什么样的生物呢？细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引入本节课的课题——细菌。

二、讲授新课

（一）小组合作，总结特征

请学生阅读课本中的“观察与思考”部分的内容，并以小组为单位小组交流以下问题：

细菌结构和营养方式是什么以及其与动植物细胞结构的区别？讨论过程当中老师给予巡视

指导，10 分钟后，教师请小组代表阐述讨论结果，并及时给予鼓励性评价。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归纳总结出：细菌的结构包括细胞壁、细胞质、细胞膜、DNA、

荚膜以及鞭毛；细菌与动植物细胞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细菌有 DNA 但没有成型的细胞核，有

细胞壁（有些细菌的细胞壁外有荚膜，有些细菌生有鞭毛）但没有叶绿体。正因如此大多数

细菌只能通过分解现有的有机物而获得营养。

（二）同桌交流，归纳总结

接下来请同学们观察 PPT 中不同细菌分裂的动态图并阅读课本关于细菌生殖部分的内

容，请同桌之间相互讨论并思考以下问题：细菌是如何产生下一代的呢？它又是通过什么样

的特殊结构度过不良环境的呢？在同桌相互讨论交流的过程中老师进行巡视指导并加以提

示，五分钟后随机请学生进行回答，并对学生的回答给予及时肯定的鼓励性评价。

学生回答后，师生共同总结得出细菌通过一分为二，分裂的方式产生新的后代，而且繁

殖的速度非常快。另外细菌通过芽孢的方式度过不良环境，在合适的环境中会再次萌发。

三、巩固拓展

课件出示两道练习题，引导学生进行抢答：

1.细菌的基本结构不包括（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鞭毛 D.细胞质

答案:C

2.鞭毛是细菌的（ ）器官。

A.捕食 B.运动 C.性 D.呼吸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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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归纳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小结，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五、课后作业

回家照一张生活中常见的消毒的现象，用本节课的知识来解释。

板书设计：

细菌

结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壁、荚膜、鞭毛、DNA

与动植物区别： 有细胞壁 有 DNA

没有叶绿体 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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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植物细胞的结构》

1.题目：七年级上册《植物细胞的结构》片段教学

2.内容：



乘华图翅膀 圆教师梦想

- 34 -

3.基本要求：

（1）教学过程中有互动环节；

（2）要有恰当的绘图进行板书讲解；

（3）试讲时间约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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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解析】

一、回顾导入

1.教师引导学生回顾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明确除病毒外，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那细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植物

细胞生物结构。教师板书：植物细胞的结构。

2.学生浏览教材。

二、讲授新课

（一）自主观察，总结特征

教师出示植物细胞结构模型，并提问：植物细胞都有哪些结构？（教师在黑板上绘制植

物细胞结构模式图）

学生仔细观察，并举手回答。

明确：植物细胞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液泡、叶绿体、线粒体等）、细胞核等基

本结构。（教师在板书上标明结构名称）

（二）合作讨论，分析过程

1.出示洋葱表皮细胞的显微照片，提问：在显微镜下洋葱表皮细胞是比较规则的长多面

形的细胞，细胞能保持这种规则的形态主要是什么结构的作用？（细胞壁：维持细胞形态）

2.能让有利的物质进入、而有害的物质不能进入的是哪个结构？（细胞膜：选择透过性）

3.我们平时吃水果时，果汁的来源、味道、颜色等，来自于哪个细胞结构？（液泡）

4.植物细胞都有液泡吗？都有叶绿体吗？（成熟的植物细胞才有中央大液泡；根部等不

需要光合作用的部位，其细胞不含叶绿体）

5.植物的“养料制造车间”、“动力工厂”分别是指哪种细胞结构？对应的生理活动是什

么？（叶绿体——光合作用；线粒体——呼吸作用）

三、巩固练习

1.课件展示随堂练习题：植物细胞的结构从外向里依次是（ ）。

A.细胞壁、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 B.细胞膜、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

C.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D.细胞壁、细胞膜、叶绿体、细胞核

答案：C

四、归纳总结

教师引导学生复述植物细胞的结构，总结本节课的要点。引出下节课课题：我们已经知

道了植物细胞的结构，那动物细胞的结构又是怎样的？与植物细胞有何异同？我们下节课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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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学习。

五、课后作业

利用环保材料，制作植物细胞结构模型。

板书设计：

植物细胞的结构

第十篇 《种子的结构》

1.题目：七年级上册《种子的结构》片段教学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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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1）试讲约 10 分钟；

（2）有适当的板书；

（3）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

【试题解析】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呈现一组图片，请学生观察，结合生活经验找一找这些图片中的植物哪些是有种子

的，哪些没有种子？学生回答找出的结果后，随机呈现有种子的两种不同植物，提出问题：

有种子的植物他们的种子内部结构是否相同，种子的结构具体是什么样的？在一串的问题中，

引入新课。

二、师生互动，探究新知

（一）结合实物，客观感受

教师请学生拿出课前收集和准备的不同植物的种子和果实，邀请几位同学介绍自己收集

的种子的名称，引导学生通过观察种子的形状、大小和颜色，使学生从感性上认识种子，了

解种子的多样性。

（二）小组合作，归纳探究

教师随后每组发放课前准备好的菜豆种子和浸软的玉米种子，引导学生回顾上节课所作

的实验结果，同时大屏幕呈现菜豆种子和玉米种子的结构解刨图，引导学生思考菜豆种子和

玉米种子结构的异同点，并尝试自己画出种子的结构图。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巡视指导，

鼓励学生从种子结构的形态、位置、名称等方面推测各结构的发育方向或功能。讨论结束后

教师随机请小组代表发言交流，教师进行点评表扬。

学生回答完毕后，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的种子结构图，详细讲解菜豆种子和玉米种子各部

分位置，结构的特点和对应的功能，共同归纳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三、巩固提升，加强认知。

大屏幕展示一道练习题，引导学生以抢答的形式回答。

1.我们每天喝的豆浆主要来自黄豆的哪一部分?（ ）

A.子叶 B.胚 C.胚乳 D.种皮

答案：C

四、归纳总结，深入理解

教师提问，学生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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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以概念图的形式巩固本节课知识。

2.完成练习册。

板书设计：

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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