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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细胞核——系统的控制中心（第 1 课时）
杨小江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创新港中学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基于我校教学倡导的“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的教学思想以及新课程标准所强调的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经过摸索

与实践，在本节课教学设计旨在兼顾学生在自主探究而获取知识的基础，更多的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以小组合作与讨

论等方式来获取对新的知识的认知和理解。

关键词：细胞核；代谢和遗传；遗传信息库；染色质与染色体

一、学情分析

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学习，对细胞的基本结构有了初步的

认识。在本章前面两节课经过对细胞膜、细胞质的学习，学

生不但对细胞的结构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结构和功能相适

应的生物学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在本节课中结合对细胞核的

学习，将使学生对细胞的结构形成完整的认识，在构建知识

的整体性的同时，更进一步的加深其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

物学思想的形成。另外，由于学生已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的

能力，所以在本课中实施问题探究教学是可行的，以问题引

发兴趣，让新知识与旧知识融为一体，有利于学生对新知识

的理解同时巩固旧知识。

二、教材解析

《细胞核——系统的控制中心》是人教版普通高中生物新

课程必修一模块第三章第三节教学内容。细胞核是细胞亚显

微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也

是后续细胞分裂、遗传与变异等内容学习的基础，起到了承

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节内容上设计的“思考与讨论、模型

制作”部分，创设了有利于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情境，让

学生在探究分析、动手实践、交流与探讨中体验生物学探究

的一般方法和过程，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结构与功能相适

应的生物学思想，也有利于学生从生命系统的角度认同细胞

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三、设计思想

本节课的设计思想是基于我校教学倡导的“把课堂真正

还给学生”教学思想的基础上开展进行的。新课程标准也极

力强调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新课程理论下的学习是学习

者构建新知识的活动，这个活动应该不仅是让学生不断地质

疑、探索和表达见解地过程，也是能使个性化的行为成为群

体合作的行动、团队精神和群体意识发展的过程。本节课将

会在兼顾学生在自主探究而获取知识的基础，更多的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以小组合作与讨论等方式来获取对新的

知识的认知和理解。

四、教学目标

（一）生命观念：

1. 通过情境设置中克隆猴  “中中”“华华” 的诞生激发学

生对生命的探索之心，同时对几百组重组胚胎只成功诞生两

只克隆猴的这一“珍贵生命”潜移默化地进行生命情感教育，

形成正确生命观。

2. 通过学习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能较好的理解细胞核

的功能与其结构的关系，即结构决定功能，从而使学生形成

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

（二）社会责任

与现实生活联系，克隆猴诞生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脑

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为了提高人类健康、研究脑科学，学生通过了解和认知，帮

助学生树立学术担当意识，提升社会责任感。

（三）科学思维

通过对资料 1-4 的分析，尊重实验事实与证据，养成严

谨的实验科学态度，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细胞核与代谢

和遗传之间的关系，归纳概括出细胞核的功能；运用模型和

建模的方式认识细胞核结构。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方

式，阐释生命现象规律，逐渐习得科学思维。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1. 通过资料分析，让学生真正认同细胞核是细胞代谢和

遗传的控制中心。 
2. 细胞核的结构特点及与功能相适应的关系 
教学难点：

1. 理解细胞核是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同时掌握

分析实验结果得出结论的方法。 
2. 通过对细胞核结构的学习，领悟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  

六、方法与策略

教学方法：自主探究、合作学习、互动式教学、讲授法

教学策略： 学案式，即精心设计学案，以学案导学，以

问题串的形式启发式教学，小组合作探究，既提高学生学习

学习效率，又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七、教学过程设计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2017 年我国科学家突破世界首例克隆猴诞生的难题，提

问：“中中” “华华” 为什么长得一摸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什么

物质或者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细胞核这个“核心”具有

什么作用？

学生活动 1：
结合初中学习克隆羊的相关知识，积极参与讨论，说出

“中中” “华华” 遗传信息均来源于猴 B 供核细胞， 细胞核发挥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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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习探究欲，引入新课，为讲述细

胞核是系统的控制中心作铺垫。 通过克隆猴 “中中”“华华”

的诞生激发学生对生命的探索之心，同时对几百组重组胚胎

只成功诞生两只克隆猴的这一“珍贵生命” 潜移默化地进行

生命情感教育，形成正确生命观。

【探究活动一】 ：细胞核的功能

请学生描述实验过程及实验现象，引导学生通过“资料

分析”总结细胞核的功能。

资料 1：思考讨论：

实验说明美西螈皮肤的颜色是由细胞核还是由细胞质控

制？结合初中学过的有关多利羊产生过程的知识，你认为生

物体性状的遗传主要是由细胞核还是细胞质控制的？为什

么？为什么要强调“”主要二字？

资料 2：思考讨论：

分隔后蝾螈受精卵的两半有什么不同？分别出现了什么

样的结果？通过此结果可以看出，细胞核与细胞的分裂、分

化有什么关系 ?
资料 3：思考讨论：

（1）人体成熟的红细胞没有细胞核，它还能生长和分裂

吗？ 
（2）结合资料 3 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料 4：思考讨论：

（1）伞藻嫁接实验：切去帽后长出来的新帽的形状是由

柄决定的，还是由假根决定的？该实验能否说明伞帽的形状

由细胞核控制？要证明“伞帽的形状由细胞核控制”需再怎

样设计实验？

（2）根据伞藻嫁接实验和伞藻核移植实验结果，说明生

物体形态结构的建成，主要与细胞核还是细胞质有关？

学生活动 2：
学生先自主探究，然后同桌及小组前后交流讨论；学生

代表发言， 学生自己讲解四个经典实验的实验内容和实验现

象并回答相关问题。学生总结，教师补充。

学生总结：1. 美西螈皮肤的颜色由细胞核控制；

2. 生物体的形态建成主要与细胞核有关；

3. 细胞核控制细胞的分裂分化；

4. 细胞只有保持完整性才能完成生命活动，细胞核是细

胞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

老师总结：细胞核控制着细胞代谢和遗传。

设计意图：

通过资料 1 的分析，初步理解细胞核的功能。，培养学生

观察、 思考、讨论、交流、归纳、迁移等综合性能力。通过

资料 2 的分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实验现象得出实

验结果的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和交流能力，同时了解生物学家

是如何围绕实验目的进行对照而设计实验步骤的，进而训练

学生根据实验目的设计实验的能力。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图解，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分析资料 3 获得实验的结果，培养学生解

决问题（尤其是解释数据）的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以及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述能力。通过资料 4 伞藻的实验，训

练学生思维的思辨性， 渗透“单一变量”的思想。

【探究活动二】 ：细胞核的结构

思考：细胞核能成为细胞的“控制中心”，这又与细胞核

的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展现真核细胞细胞核的结构模型，认识细胞核的结构

特点。

问题：请描述一下细胞核结构组成？说一说其对应结构

的生理功能？利用有关染色体、染色质在细胞分裂不同时期

的显微图片作为学生了解细胞核结构的补充，理解染色质与

染色体之间的关系。

学生活动 3：
分析归纳细胞核功能的基础上，探讨细胞核在结构上有

哪些与其功能相适应的特点，构建起细胞核是细胞遗传信息

库，是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

设计意图：

通过学生自主探究，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使学生在

新知识与原有的相关概念之间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理解并

掌握细胞核各部分结构的功能，在探讨细胞核结构与功能相

适应的过程中，认同细胞核是细胞生命系统的控制中心。

课堂小结：

引导学生总结并阐述细胞核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用一

句话来总结细胞核的功能。通过本节课学习细胞核的结构和

功能，使学生能较好的理解细胞核的功能与其结构的关系，

即结构决定功能，从而使学生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

观念。

八、学习评价

本节课教学共分为三个环节：（1）通过资料分析归纳总

结细胞核的功能。（2）通过对细胞和结构的学习特别是对染

色质的学习，进一步理解细胞核的功能。（3）深入分析细胞

核为什么能成为系统的控制中心，控制着细胞的遗传和代谢。

在教学的第一环节中，让学生认真阅读资料，小组合作讨论

相关的问题，学生积极参与并形成自己的结论，第二环节中，

细胞核的结构各部分的名称和作用是教材中已给出的，学生

回答的比较流畅，教师做了适当的引导，但关于染色质的成

分、形态和特性及其与染色体的关系，是本节课教学的难点，

学生不容易理解。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学生能够逐步理解

染色质的概念及其与染色体的关系。在第一环节的教学中我

把教材中的资料进行了拆分、重新组合，是细胞核的功能更

加明显的体现，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在教学中采用讨

论学习法，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细胞核

结构与功能具体知识的讲解时，我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展示

结构图，变抽象为具体，突破了难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高课堂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