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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

细胞呼吸
”

一节的教学设计
江苏省澡阳中学 ( 2一330 0 ) 狄贤超

I教学设计理念 ]

细胞呼吸是生物体极为重要的一个生理过程
,

学

生不仅要理解其具体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
,

理解细

胞呼吸的意义和实质
,

也要充分地思考细胞呼吸与其

他生命活动的联系及人们对细胞呼吸知识的应用
。

本节课采用以下教学思路
:
由日常生活中的饮食

(糖类
、

脂肪等 )引出问题— 糖类等所含的能量是如

何转移到 A l
,

P 中? 紧接着让学生观察 lF as h 动画
,

然

后由学生归纳出无氧呼吸过程 中物质变化和能量变

化
,

用同样的方法归纳出有氧呼吸过程中物质变化和

能量变化
。

再通过比较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中的物

质变化和能量变化
,

得出有氧呼吸
、

无氧呼吸
、

细胞呼

吸的定义
,

进而总结出细胞呼吸的实质和意义
。

这样的教学设计打破了书本上呈现的由易到难
,

先观察后 总结
,

先现象后定义的知识获得的顺序
。

每

个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认真观察
、

比较
、

思考
、

总结
,

充

分体现其主体性
,

因而对获得的知识能较易理解和掌

握 ;同时
,

这种教学设计能体现学生 自主
、

探究
、

合作

的学习方式
,

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

方法
,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对于教师而言
,

则更能体

现出其主导地位 ;教学用具是 lF as h课件
,

课前准备耗

时不多
,

很适合平时的教学
。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
通过观察

、

比较
、

思考
、

归纳
,

深刻理解

生物的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具体过程和细胞呼吸

方式的概念
、

意义
。

情感目标
:
通过分析两种细胞呼吸的具体过程

,

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奇妙
,

培养热爱生命的情感 ;通

过师生共同归纳知识
,

培养学生良好的合作意识
。

能力 目标
:
通过观察 lF 拐h 动画

,

比较
、

归纳出细

胞呼吸过程的异同点
,

培养学生识图
、

观察和分析问

题的能力
。

[教学重点和难点 ]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的过程和细胞呼吸的意义

是本节课的教学重点
,

教学难点是有氧呼吸和无氧呼

吸的区别和联系
。

对于重
、

难点的突破
,

采用先由实

际生活中的问题引出疑问
,

然后用生动的 lF as h 动画

演示细胞呼吸的过程
,

让学生 自己归纳出特点
,

从而

牢牢地掌握其发生的化学变化
,

深刻地理解细胞呼吸

的意义和实质
。

【教学过程】

引言
:
我们进行运动

、

思考问题等各项生命活动

都需要消耗能量
,

所以我们天天要为自己补充能量
。

问题 1 :
你每天通过什么途径为 自己补充能量 ?

(吃东西 )

问题 2 :
是否吃下去的任何东西都能为人体提供

能量 ? (否
,

糖类
、

脂肪
、

蛋白质等是能源物质
,

可以供

能
,

其中糖类为主要的能源物质
,

而水
、

无机盐等不可

以供能 )

问题 3 :
糖类

、

脂肪
、

蛋白质中所含的能量能否直

接用于各项生命活动? 为什么 ? (不能
,

直接能源物

质主要是 A l
,

P )

承上启下
:

一
. .

一
. _ 、

一
_

_ . _ . _ _ 、

_ _
. , . * , _

_ ①
_

_ _

(副板书 )糖类
、

脂肪
、

蛋白质中的能量二
全落 A T P

中的能量凡各项生命活动耗能

设问
:
第①步是如何完成的 ?

— 通过细胞呼吸
。

细胞呼吸有两种方式
: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

(一 )无氧呼吸

讲述
:
在地球形成初期

,

地球上的原始大气中无

氧气
,

那时的生物在无氧的条件下生存
,

生命活动所

需能量来 自无氧呼吸
,

即使在今天
,

也有一些生物 (细

胞 )在无氧环境中进行无氧呼吸
。

课件演示
:
用 lF as h 动画分两步演示无氧呼吸的

化学反应过程
。

(课件中有一个完整的细胞
,

在细胞

质基质分布的位置上用化学反应式分别表示无氧呼

吸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发生的反应 )

学生活动
: 口头描述各个阶段发生了哪些物质变

化及能量变化
,

然后让每位学生在纸上用文字或化学

反应式的方式总结
,

教师选择其中典型的答案用实物

投影展示
,

让其他学生找出其不完善的地方
,

最后师

生共同总结出以下内容
:

~

~
呱扣) 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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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 ) (板书 )

学生活动
:
归纳出有氧呼吸的总反应式

、

发生的

条件
、

场所
、

总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
。

(板书 )

问题
:
你知道现在有哪些生物能在无氧条件下生

存 (进行无氧呼吸 ) ? (破伤风杆菌
、

乳酸菌
、

酵母菌
、

消化道寄生虫等 )

讲述
:
随着绿色植物的出现和繁殖

,

大气中的氧

增加
,

生物在有氧的条件下生活
,

生命活动所需能量

主要来 自有氧呼吸
。

(二 )有氧呼吸

课件演示
:
用 lF as h 动画分三步演示有氧呼吸的

化学反应过程
。

(课件中有一个完整的细胞
,

在细胞

质基质分布的位置上用化学反应式表示有氧呼吸第

一阶段
,

在线粒体的位置上用化学反应式表示有氧呼

吸第二
、

第三阶段发生的反应 )

学生活动
: 口头描述各个阶段发生 了哪些物质变

化及能量变化
,

然后让每位学生在纸上用文字或化学

反应式的方式总结
,

教师选择其中典型的答案用实物

投影展示
,

让其他学生找出其不完善的地方
,

最后师

生共同总结出以下内容
:

问题
:
线粒体为何能成为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

(有催化有氧呼吸第二
、

第三阶段的酶
,

第三阶段释放

能量多
,

为主要的阶段 )

讲述
:
刚刚我们一起学习了细胞呼吸的两种方式

—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
,

请观察投影
,

比较两种呼

吸方式的区别与联系
,

并完成下表
:

(课件演示
:
在一张幻灯片上同时显示有氧呼吸

和无氧呼吸各阶段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 )

项项目目 类型型

有有有氧呼吸吸 无氧呼吸吸

区区区 条件件件件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场场场所所所所

产产产物物物物

释释释放能量量量量

联联系系系

学生活动
:
依据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

得出有氧呼

吸
、

无氧呼吸
、

细胞呼吸的定义
。

有氧呼吸
:
是指细胞在氧的参与下

,

通过酶的催

化作用
,

把糖类等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
,

产生 出二氧

化碳和水
,

同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
。

` 瓜 。贰拢璐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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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氧呼吸
:
是指细胞在无氧条件下

,

通过酶的催 学生活动
:

化作用
,

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分解成为不彻底的氧化产 小结
:
(板书 )

物
,

同时释放出少量能量的过程
。

细胞呼吸
:
生物体内的有机物在细胞内经过一系

列氧化分解
,

最终生成二氧化碳或其他产物
,

并且释

放出能量的总过程
。

问题 1 :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相比

,

哪个进化程度

更高些 ? 为什么 ? (有氧呼吸
,

因为其出现晚
,

能更高

效地放出能量 )

问题 2 :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过程中各 自共释放

多少能量 ? 这些能量去 向如何 ? (有氧呼吸消耗 1 知识巩固
:
可由学生课后 以作业的形式完成

,

一

mo l葡萄糖
,

释放 2 870 灯 能量
,

无氧呼吸如果产物是 是为巩固所学的新知识
,

二是为进一步了解掌握细胞

乳酸则释放 19 6
.

65 kJ 能量
,

这些能量大部分以热能 呼吸与其他生命活动的联系
。

的形式散失
,

少部分转移到 A T P 中 ) 1
.

比较细胞呼吸与呼吸运动
。

问题 3 :
有氧呼吸释放的能量为何比无氧呼吸更 2

.

为什么采取夜晚适当降温
、

白天适当升温的措

多 ? (无氧呼吸释放能量不多是因为其产物乳酸或酒 施可以使温室作物增产 ?

精中还含有能量 ) 3
.

在叶肉细胞中能产生 A T P 的场所有哪些 ?

问题 4 :
进行有氧呼吸的生物在无氧环境中某些细 4

.

用黄豆生豆芽
,

1 k g 黄豆可 以生 5 k g 豆芽
。

胞能否进行无氧呼吸 ? 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体现了生物 这一过程中
,

有机物含量的变化怎样 ?

的什么特性 ? (跑步之后腿酸等等
,

体现生物的适应性 ) 5
.

现有一酵母菌进行细胞呼吸消耗 6 mo l氧气
,

前呼后应
:
(讨论 )我们每天吃足够量的食物为何 产生 10 mo l 二氧化碳

,

问该酵母菌进行无氧呼吸消耗

就能获得能量
,

从而可以进行各项生命活动呢 ? 的葡萄糖多还是有氧呼吸消耗的葡萄糖多 ? 全

. 声 . 而
,
. 漪姆户吩户弓

产白 卿` 、 必余烟沪东沙
班
, 叼户侧。 吧沪俞 娜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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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生物学教学专业委员会

综合牲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
2005 年 10 月 16 日一 18 日

,

中国教育学会生物

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了综合性学

术研讨会
。

这次会议由四川省教育学会生物学教学

专业委员会承办
,

来 自全国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的

代表 120 多人参加了会议
。

叶佩氓理事长在大会上做了学会工作报告
。

报

告根据中央和教育部领导 的讲话精神
,

结合当前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实际
,

重点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
( l)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

( 2) 建设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
,

全面提高农村教育质

量和教学水平 ; ( 3) 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

会上
,

中国教育学会十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信息技术与中学生物教学整合》课题组就课题研究

成果进行了汇报和交流
。

课题负责人裘伯川老师作

了结题汇报
,

各子课题代表也在大会上交流 了课题研

究的成果
。

应大会邀请
,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宗

永教授
、

王茂林教授分别作了《生物多样性》和《现代

生物技术发展》的学术报告
。

根据会议安排
,

四川省

成都市石室中学的李若冰老师
、

棠湖中学的卢红艳老

师在都江堰中学上 了两节现场观摩研究课
。

课后
,

与

会代表就这两节课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

这次会议突出了面向西部
,

主要体现在
:
学术研

讨内容非常符合西部生物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 ;确定

在我国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市召开会议 ;对西部 12

个省市每省市多给 2 名参会代表名额
。

此次面向西

部的学术研讨会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今后学会还将

继续为西部生物教学质量的提高做更多的工作
。

这次会议内容丰富
,

学术气氛浓厚
,

与会代表普

遍反映收获很大
。

压

(谭永平供稿 )

黔 36 辨蕊
。 忍嫉掇

王 `又龙。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