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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生物《认识生物的多样性》教学设计及反思 
◆荀双林 

（贵州省水城县化乐镇化乐中学  553035） 

 
《初中生物新课程标准》中要求教师在生物教学中“体现国

家对学生在生物科学知识和技能、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
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体
现义务教育阶段生物课程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基于此，
本文以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二章《认识生物的多样性》为例，
探讨如何以新课标理念为指导，实现生物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一、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掌握我国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层次及特点，了解保护生物多

样性的方法及意义。 
2. 过程和方法 
通过课前预习中的资料检索、课堂教学中的合作探究和课后

作业中的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3.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的环保意

识，帮助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信念。 
二、重点难点 
1. 教学重点 
理解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维度及不同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2. 教学难点 
基因的多样性 
三、教学过程 
1. 复习导入 
（1）请同学们回想以下，生物是如何分类的？ 
（2）请大家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对生物分类？ 
设计意图：通过复习导入，引发学生对于生物多样性的联想

与思考。 
2. 教学新课 
◆ 情境导入 
向学生展示若干张分属不同类别的动物，让学生辨认这些动

物，并尝试说出这些动物的分类。 
设计意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认识到生物的多样性，并

激发学生对于新课的兴趣。 
◆自主阅读     
要求学生自主阅读教材，并结合课前预习成果，尝试总结生

物多样性的含义、特点及三个层次。 
设计意图：将课堂阅读与课前预习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独

立思考主动建构知识。 
◆交流合作 
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于自主阅读成果加以交流与分

享，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设计意图：通过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交流、表达、沟通、

思考能力，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合作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集体探究 
教师将各个小组的图表资料投射到大屏幕上，供全体同学观

摩、赏析和品评，并根据图表信息，概括我国生物多样性特点及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集体赏析与互相点评，一方面，对于学生的
交流合作成果加以展示、补充与肯定；另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借
鉴他组成果，对于本组表格进行完善，从而全面了解我国生物多
样性现状及特点，帮助学生实现知识体系的完善。与此同时，培
养学生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 

◆问题过渡 
在集体探究基础上，向学生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生物

会有多样性的特点？比如人这种生物，为什么会有黑种人、白种
人、黄种人的区别？ 

设计意图：通过巧妙提问，自然过渡到下一个主题——基因
多样性的教学环节，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学生主
动投入到继续学习当中。 

◆案例分析 
教师给出跟“基因多样性”有关的两个案例，要求学生结合

教材内容和学习成果，总结“什么是基因多样性”、“基因多样性
的影响”及“研究基因多样性的意义”。 

设计意图：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从自身的认知水平和生活
经验出发，对于“基因多样性”有直观而清晰的认识，帮助学生
实现由直观向抽象的过渡，顺利突破教学难点，掌握学习规律。 

◆教师点评 
教师对于各组案例分析成果加以点评。 
设计意图：在肯定学生学习成果和激励学生学习热情的同

时，对于学生案例分析中的错误加以指正、成果加以总结，帮助
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网络。 

◆集体讨论 
带领学生共同根据“生物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内容，

绘制“生态系统种类”概念图。 
设计意图：对于“生物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加以概括

和总结，并利用知识迁移，引导学生展开对于“生态系统种类”
的学习与思考。同时，使学生通过概念图，直观的理解和掌握生
物多样性的三个维度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3、巩固新知 
◆课堂作业 
要求学生根据本节课所学内容，绘制思维导图。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对于学习成果及时加以归纳、总结、梳

理与巩固。 
◆课后作业 
请以小组为单位，针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区周边的生物多样性

情况展开调研，并论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与策略。 
设计意图：在巩固新知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科学探索精神和生态保护意识。 
4、教学小结 
本次教学设计有着如下优势与不足： 
◆优势： 
（1）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本次教学设计中，教师通过课前预习、自主阅读、合作交流

等方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通过积极体验和主
动构建来获取生物知识、构建知识网络。 

（2）实现了教学方法的创新 
案例分析法在本次教学中的应用，很好的解决了“基因的多

样性”过于抽象的问题，建立了生活经验与生物教学之间的联系，
帮助学生实现了由直观向抽象的过渡，使学生能够顺利的突破教
学难点。 

（3）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一方面，教师通过情境导入、问题过渡、案例分析等方式，

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
通过课堂点评，对于学生的学习成果加以肯定，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 

◆不足 
本次教学设计的主要不足指出体现在：在合作交流、案例分

析、集体讨论等环节中，教师在课堂组织管理上存在不足，导致
部分学生并没有紧跟教师的授课节奏参与思考、分析与讨论，而
是置身事外或蒙混过关。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在以后的教学中应
该加强巡视、指导与管理，使全体同学都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当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