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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主要內容 體內物質的運輸 
設計特色 1. 激發學生學習。多舉些生活中的實例，激發學生學習自

覺性和興趣，並結合互聯網，在網上佈置要完成的練

習，培養出學習的責任感。 

2. 用觀察、實驗等直觀形式吸引學生學習生物。以觀察、

實驗等直觀形式為基礎，其意義可豐富學生對生命現象

的感性認識，為掌握生物學概念及理論打下基礎；在觀

察、實驗過程中，可培養學生的生物學基本技能、觀察

能力和自學能力。 

3. 通過提問鞏固知識。由於學生在短時間裡，要學習大量

的生物知識，這些知識又主要是間接經驗，以致印象不

深，容易遺忘；要深入理解、進一步學習知識，並自如

地應用知識，都必須鞏固生物學知識。有計劃地組織複

習，可使知識在記憶的痕跡中得到強化。 

4. 4.用 PowerPoint 代替傳統板書。板書可幫助學生瞭解教

學的過程和順序，瞭解課題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

聯系，瞭解教學內容的重點等等。但傳統的板書比較花

時間，所以用 PowerPoint 代替板書，可節省課堂上的時

間，並能把檔案放在互聯網上供學生下載，提高學生學

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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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 

 
 

第一節 
血液 

 

1. 理解血漿的成分和主要功能，血細胞的形態、數

量和主要功能的基礎知識，動脈血和靜脈血的概

念。 

2. 學會用顯微鏡觀察人血的永久塗片的實驗技能，

培養學生嚴謹的科學態度。 

3. 瞭解貧血、發炎、血清的知識。 

4. 瞭解人體的血量、輸血和血型的知識，進行每個

健康公民都有獻血義務的教育。 

 

第二節  

血管和心臟 

 

1. 理解動脈、靜脈、毛細血管的結構特點和功能特點。

2. 掌握心臟的位置和結構的基礎知識。 

3. 瞭解心率和心輸出量的基礎知識，以及體育鍛煉對

心臟的影響、飲酒對心臟和血管的有害影響。 

4. 初步學會用顯微鏡觀察小魚尾鰭內血液流動情況的

方法，從感性上認識血液流動的知識。 

 

教學內容說明 

參賽編號 G015 

學科名稱 生物 
單元名稱 體內物質的運輸 
教學對象 初中二年級 
學生人數 45 人 
教材來源 人民教育出版社  生物  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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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血液循環 

 

1. 理解血液循環的概念。 

2. 掌握體循環和肺循環的基礎知識。 

3. 瞭解血壓和脈搏的基礎知識，以及出血的初步護

理的基礎知識。 

 

 

教學重點 

 血細胞的形態結構和功能 

 毛細血管的結構與其功能相適應的特點 

 心臟的結構 

 體循環和肺循環的途徑 

 

教學難點 

 動脈血和靜脈血的概念 

 心臟瓣膜的開放方向和血流方向的關系 

 血液在循環途徑中成分的變化 

 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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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邊講述、邊觀察、邊實驗，與學生討論相結合 

 

教具準備 

PowerPoint 課件，Flash 動畫課件，雞血，檸檬酸鈉，試管，顯微鏡，人血的

永久塗片，人體血液循環掛圖，心臟掛圖，心臟模型，血壓計，聽診器。 

 

課時安排 
第一節 血液 

2 課時 

第二節 血管和心臟 4 課時 

第三節 血液循環 2 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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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第一節 血液 

第一課時 

【引言】 
人體在進行各種生命活動時，需要大量的養料和氧，也會產生二氧化碳等廢物。

例如，在運動時，骨骼肌收縮舒張就要消耗大量的養料和氧，也會產生二氧化碳

等廢物。那麼，哪位同學能告訴大家骨骼肌需要的養料和氧怎樣運來，產生的二

氧化碳等廢物又是怎樣運走的？ 
 
【學生回答】 
骨骼肌需要的養料和氧，以及產生的二氧化碳等廢物都是由循環系統負責運輸

的。 
 
【講述】 
對。循環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運輸體內物質。那麼，循環系統是如何完成這一任

務的？循環系統是由哪些器官組成的？這就是我們在第四章《體內物質的運輸》

中將要學習的內容。 

【PowerPoint】 

第四章 體內物質的運輸 

【講述】 
人體的循環系統是由血液循環系統和淋巴系統組成的。血液循環系統是一個由心

臟和血管組成的遍佈全身的封閉式的管道系統。血液就是在這個封閉的管道系統

裡不停地循環流動。 
 
【PowerPoint】 

              心臟 

血液循環系統           封閉的管道 

              血管 

  （裡面循環流動著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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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血液對人體的生活和健康是十分重要的。那麼血液是由什麼組成的，有什麼功能

呢？在人體內流動的血液是紅色粘稠的液體。血液一旦從血管流出後就會凝固。 
【PowerPoint】 

第一節 血液 

一. 血液 
【演視實驗】 
下面請同學們觀察這兩個試管，這兩個試管裡裝的是雞血。左面 1 號試管中的雞

血已凝固成紅色血塊，管裡裝的是雞血。左面 1 號試管中的雞血已凝固成紅色血

塊，注意血塊周圍還有透明的液體；右面 2 號試管因加入了少量的抗凝劑─檸檬

酸鈉，因此沒有凝固。2 號試管中的血液分為兩部分：上面這部分是血漿，它呈

淡黃色，半透明；下面這部分是血細胞，其中絕大部分呈暗紅色，不透明，這是

紅細胞。在紅細胞與血漿的交界處，有很薄的一層白色的物質，這是白細胞和血

小板。可見，血液是由血漿和血細胞組成的。觀察 2 號試管，會發現血漿和血細

胞的容積，大約各占全血的一半。 
 
大家再觀察課本中彩圖四，量筒中的血漿和

血細胞的容積更清楚。下面學習血漿的主要

成分和功能的內容。 
 
【講述】 
血漿的主要成分是水，約占 9 1 ％─92％，

這樣才能運送血細胞。血漿中還含有少量的

很重要的物質，如蛋白質、葡萄糖、無機鹽

等。此外，在血漿中還發現有少量的二氧化

碳、尿素等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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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一〉形態：紅色粘稠的液體 

〈二〉組成 

              血漿 

       血液            紅細胞 

              血細胞   白細胞  

                       血小板  

      1.血漿 

                        水：約占約占 91 ％─92％ 

       〈1〉主要成分    營養物質：蛋白質、葡萄糖、無機鹽 

                        少量二氧化碳和含氮廢物 

【提問】 
在血漿的成分中，有的是將要運輸給生活細胞的營養物質如蛋白質、葡萄糖、無

機鹽；有的是由生活細胞產生的廢物，如二氧化碳、尿素。請同學歸納回答血漿

的主要功能是什麼？ 
 
【學生回答】 
血漿的主要功能是運載血細胞，運輸養料和廢物。 

【PowerPoint】 

                         運載血細胞 

        〈2〉主要功能 

                         運輸養料和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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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下麵我們做一個實驗（即實驗四），親眼來觀察人的紅細胞和白細胞的基本形態。

將人血的永久塗片放在低倍顯微鏡下進行觀察，並對照書中彩圖四，認識紅細

胞、白細胞，比較它們的形態和數量。現在按要求開始操作。 
 
【實驗】 
用顯微鏡觀察人血的永久塗片〈同學操作，教師巡視檢查指導。〉 
 
【提問】 
通過剛才的實驗，同學們觀察到了血細胞，請一個同學根據自己看到的血塗片，

回答哪種血細胞數目最多？它的基本形態是怎樣的？ 
 
【學生回答】 
通過觀察血塗片，血細胞中數目最多的是紅細胞，它呈圓餅狀，邊緣微暗、中間

較亮，沒有觀察到細胞核。 
 
【提問】 
誰看到了白細胞，它的數量和形態是怎樣的？ 
 
【學生回答】 
白細胞的數目比紅細胞少，體積比紅細胞大，有細胞核。 
 
【總結】 
同學們觀察的效果不錯。實驗就進行到這裡，把實驗用品收拾好放回原處。通過

學習和實驗觀察，我們對在血液循環系統中流動的血液有了初步的感性認識，下

一節我們繼續學習有關血液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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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複習提問】 
血液的主要成分是什麼？ 
 
【學生回答】 
血液的主要成分是血漿和血細胞。血細胞包括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 
 
【提問】 
對。那麼血漿的主要成分和功能是什麼？ 
 
【學生回答】 
血漿的主要成分是水，還有少量的蛋白質、葡萄糖、無機鹽等重要物質，以及少

量的二氧化碳等廢物。血漿的主要功能是運載血細胞、運輸養料和廢物等。 
 
【講述】 
答的很好。現在我們共同用對比的方法學習和小結有關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

這三種血細胞的知識。〈教師邊問邊填表。〉 

【PowerPoint】 

2.血細胞 
   〈1〉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的比較： 
種類 形態特點 正常值 功能 
紅細胞 圓餅狀，兩面

凹，成熟的紅細

胞沒有細胞核 

男子：500 萬個/mm3 
女子：420 萬個/mm3 

運輸氧和一部分二氧化

碳 

白細胞 比紅細胞大，有

細胞核 
5000 個/mm3－10000
個/mm3 

吞食病菌，對人體有防

禦和保護作用 
血小板 個體最小，形狀

不規則，無細胞

核 

10 萬個/mm3－ 
30 萬個/mm3 

有加速凝血和止血的作

用 

【提問】 
哪位同學說一說上節課在顯微鏡中看到的紅細胞的形態是怎樣的？ 
 
【學生回答】 
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紅細胞呈圓餅狀，兩面向內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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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你觀察到細胞核了嗎？ 
 
【學生回答】 
沒有。 
 
【講述】 
對，成熟的紅細胞沒有細胞核。〈此時，請同學們觀察插圖“電子顯微鏡下的紅

細胞＂ 和書中彩圖四。〉紅細胞的平均直徑只有 7.7 微米左右，1 微米是千

分之一毫米。由此可見，紅細胞的體積是很小的。成年人每立方毫米血液裡紅細

胞的數量，男子平均為 500 萬個，女子平均為 420 萬個。 
紅細胞裡有一種紅色含鐵的蛋白質，叫做血紅蛋白。血紅蛋白使紅細胞呈現為紅

色。血紅蛋白的特性是：在氧含量高的地方，容易與氧結合；在氧含量低的地方，

容易與氧分離。正是因為血紅蛋白的這一特性，使紅細胞具有運輸氧的功能。此

外，紅細胞還能運輸一部分二氧化碳。 

【PowerPoint】 

   〈2〉血紅蛋白 

                  含氧高的地方：易與氧結合 

            特性   

                  含氧低的地方：易與氧分離 

【講述】 
當血紅蛋白與氧結合後，使血液呈鮮紅色。這種含氧豐富、顏色鮮紅的血叫做動

脈血。當血紅蛋白與氧分離後，使血液呈暗紅色，這種含氧較少、顏色暗紅的血，

叫做靜脈血。動脈血和靜脈血這兩個概念司卜常重要，要求大家利用比較的方法

去掌握它，並在今後的學習中進一步加深對它的認識。   

【PowerPoint】 

   〈3〉動脈血：含氧豐富，顏色鮮紅的血 

   〈4〉靜脈血：含氧較少，顏色暗紅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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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有的病人、面色蒼白、頭暈無力，醫生說可能是貧血，讓患者去驗血。那麼什麼

是貧血？如果血液中紅細胞的數目過少，或者紅細胞中血紅蛋白的含量過少，都

叫做貧血。貧血的結果是使血液運輸氧的能力降低，身體因缺氧而形響各種正常

的生理活動，常表現出精神不振、疲勞、頭暈、面色蒼白等徵狀。此時，應找醫

生診治。一般貧血患者，應多吃一些含蛋白質和鐵質豐富的食物，這是為什麼呢？

因為血紅蛋白是一種含鐵的蛋白質。  

【PowerPoint】 

   〈5〉貧血：血液中紅細胞數目過少，或紅細胞中血紅蛋白含量過少都叫做貧

血。 
 
【提問】 
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白細胞的形態是怎樣的？ 
 
【學生回答】 
我看到的白細胞都有明顯的細胞核，體積比紅細胞大。 
 
【提問】 
據統計，正常人每立方毫米的血液中，白細胞的數量只有 5000 個─10000 個。

別看白細胞數目不多，但它的作用卻不小。當身體某處受傷，病菌侵入的部位，

去吞噬病菌，同時傷口周圍就會出現紅腫發炎現象。一旦病菌被消滅，炎症也就

消失了。所以白細胞對人體具有防禦和保護作用。 
【PowerPoint】 

   〈6〉發炎：傷口周圍出現紅腫現象。 

【講述】 
血小板比紅細胞和白細胞都小得多，而且形狀不規則．沒有細胞核。在每立方毫

米血液中，血小板的含量為 l0 萬個─30 萬個。血小板有什麼功能呢？同學們回

憶一下前而觀察到的 1 號試管中凝固的雞血。這說明血液從血管流出後會出現凝

固現象。凝血塊周圍出現的淡黃色、透明的液體，叫做血清。血清與血漿的主要

區別是血清裡不含纖維蛋白原。關於這個問題，同學們課後看一看“課外讀＂中

的“血漿和血清的主要區別＂一文。 
【PowerPoint】 

   〈7〉血清：凝血塊周圍淡黃色、透明的液體，其中不含纖維蛋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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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哪位同學舉一個日常生活中碰到的血液凝固現象的例子？ 
 
【學生回答】 
有時不小心，皮膚劃破了，流出血來，但過不久，在傷口處的血就凝固了，還把

傷口堵住了，血就不流了。 
 
【講述】 
血液除了有以上功能外，對體溫調節也有重要作用。〈此時可啟發同學回憶皮膚

一章中關於皮膚調節體溫的功能。〉夏天，天氣炎熱，皮膚內的毛細血管就會擴

張，血液流量增多．皮朕散熱量也增多；冬季則相反，皮膚內的毛細血管會收縮，

血液流量減少，可以減少熱量的散失。 
【PowerPoint】 

     〈三〉血液的主要功能  

               運輸      

        功能   防禦保護 

               調節休溫  

【講述】 
綜合上所述可以知道，血液對於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是至關重要的。人體內的血

量只有維持相對穩定，才能保證人體的正常生理活動。那麼，一個正常人體的血

量應該是多少，如果一旦失血過多又該怎麼辦？這就是我們要講的另一個問題：

血量和輸血。 
 
正常成年人的血量約為體重的 7 ％─8 ％，如一個體重為 50 千克的成年人，其

體內正常血量應在 3.5 升─4 升左右。如果因為外傷或疾病而失血過多，超過體

內血量的 30％時，就會發生生命危險。這時就應及時地通過輸血進行搶救。 
 
人類的血型有多種，其中發現最早而且與臨床醫學有重要關系的是 ABO 血型系

統。它包括 A 型、B 型、AB 型、O 型四種。所以根據這四種血型的成分特點和

它們之間的關系，最好採取輸同型血的方法進行輸血。因為如果受血者和輸血者

的血型不合，輸血後紅細胞會凝集成團，阻礙血液循環而造成嚴重後果，甚至死

亡。 



體內物質的運輸 
生物 

2005/2006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4

【PowerPoint】 

二、血量和輸血 

〈一〉血量：正常成年人的血量約為體重的 7 ％─8 ％ 

〈二〉輸血：以輸同型血為原則 

【講述】 
為了挽救危急病人的生命，往往需要大量的血液，這就要求人們發揚救死扶傷的

精神而義務獻血。根據人體的生理特點，健康人一次獻血 200 毫升─300 毫升是

不會影響健康的。因為一個人一次失血不超過體內血量的 l0％，所喪失的血漿成

分和血細胞會在一定時期內相繼得到補充而恢復正常。所以我們每個同學將來都

應作義務獻血的宣傳者和參加者。 
 
今天的知識內容基本學習完了。 
 
【堂上練習題】 
1. 血漿中無機鹽、葡萄糖的含量百分比分別是（  ）。 
   A. 0.9 ％、0.1％              B. 0.1％、0.9％ 
   C. 9％、 1 ％                D. 0.7％、2％ 
 
2. 血液中有運輸氧的功能的主要成分是（  ）。 
   A.血漿              B.紅細胞 

C.白細胞             D.血小板 
 
3. 貧血主要導致血液（  ）。 

A.運輸氧的能力降低     B.運輸含氮廢物的能力降低 
   C.運輸有機物的能力降低     D.運輸無機物的能力降低   
 
4. 血液凝固是一系列?促反應過程，採集到的血液在體外，下列哪種溫度條件下

凝固最快？（  ）。 
   A. 0 ℃      B. l 5℃      C. 35℃      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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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血管和心臟 

第一課時 

【引言】 
通過前面的學習，我們已經知道了血液是在血管和心臟所構成的封閉的管道系統

中不停地按一定方向流動的。這種流動是與血管、心臟的結構和功能有關系的。

今天，先學習有關血管的知識。 
 
【講述】 
人體內的血管分為動脈、靜脈和毛細血管三種，那麼這三種血管有什麼區別，如

何區分呢？下面就從它們的分佈、結構、功能等幾方面進行對比學習。 

【PowerPoint】 

第二節 血管和心臟 

                 動脈 

    一.血管種類  靜脈 

                 毛細血管 

【學生體驗】 
請同學們把自己右手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一起放在自己左手手腕處橈骨端的內

側，並稍稍用力觸壓〈同時，教師作“切脈＂的示範〉。 
 
【提問】 
你們有什麼感覺？ 
 
【學生回答】 
感到有規律的搏動。 
 
【講述】 
這有規律的搏動就是橈動脈在搏動。 
 
【學生體驗】 
同學們再觀察一下自己的手臂，看一看手臂上是不是有一條條的“青筋＂，如果

看到了，請用手指去觸壓一下，看有什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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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看到了手臂上的條條“青筋＂，我用手指觸壓後，沒有什麼感覺。 
 
【講述】 
同學們看到的條條“青筋＂就是靜脈。一般情況下，我們用手指觸壓靜脈時，是

感覺不到靜脈的搏動的。通過以上實際觀察和感受，可以說明動脈和靜脈的分佈

和結構上有所不同。   
     
    動脈一般分佈在身體較深處，體表不容易看到。靜脈有的與動脈伴行，位置

較深；有的則分佈於身體較淺的部位，在體表能看到。 
    動脈和靜脈在結構上有什麼區別呢？請同學打開課本翻到第四章第二節，看

人體的三種血管模式圖。哪位同學把自己觀察的結果說一下。 

 
【學生回答】 
我觀察後發現，動脈的管壁厚、管腔較小，而靜脈的管壁薄、管腔較大。 
 
【講述】 
對，動脈的管壁厚，彈性大，而靜脈的管壁薄，彈性小。這一點從剛才同學們親

自的體驗中也能得到證實：手觸壓橈動脈時有搏動感，說明動脈有較大的彈性；

而觸壓體表分佈的靜脈時則無此感覺，說明靜脈的彈性較小，動脈和靜脈的上述

結構特點是與它們的功能有關的：動脈是把血液從心臟輸送到身體各部分去的血

管，其管壁厚、彈性大，與動脈管內血流速度快相適應；靜脈則是把血液從身體

各部分送回心臟的血管，其管壁薄、彈性小，與靜脈管內血流速度慢相適應。在

人體四肢靜脈的內表面，通常具有靜脈瓣，大家看課本中靜脈縱剖面圖，它就示

意了靜脈瓣以及它防止血液倒流的作用。 

【PowerPoint】 

     〈一〉動脈 
      1.分佈：身體較深位置 

      2.結構特點：管壁厚，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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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概念：把血液從心臟輸送到身體各部分去的血管 

     〈二〉靜脈 

      1.分佈：有的與動脈伴行，位置較深；有的則位置較淺，體表可看到 

      2.結構特點：管壁薄，彈性小 

      3.概念：把血液從身體各部分送回心臟的血管 

【講述】 

動脈和靜脈是兩種不同類型的血管，在血液循環系統中一端靠心臟把它們連通起

來；在身體的其他部位，則是靠毛細血管把它們連通起來，而形成封閉的管道系

統。由此可見，毛細血管是連通於最小動脈和最小靜脈之間的血管。它具有以下

特點：數量大、分佈廣，管的內徑僅有 8 微米─10 毫米，幾乎只能允許紅細胞

單行通過；管壁非常薄，只由一層上皮細胞構成；管內血流的速度最慢。毛細血

管的結構特點有利於血液與組織細胞之間充分地進行物質交換。 

【PowerPoint】 

     〈三〉毛細血管 

      1.分佈：數量大、分佈廣 

      2.結構特點：管壁非常薄，只由一層上皮細胞構成 

      3.概念：連通於最小的動脈與靜脈之間的血管 

【講述】 
關於人體內的三種血管的知識就介紹這些，下麵進行實驗，來親眼觀察一下血管

內血液流動的情況。 
 
【實驗】 
實驗材料是活的小魚，觀察的部位是魚的尾鰭，因為這裡容易觀察到血液流動的

狀況。〈附試教圖片〉   
    本實驗的目的要求是：觀察血液在血管內流動的情況。 
    方法步驟是：第一步用浸濕的棉花把小魚頭部的鰓蓋和軀幹部包裹起來，露

出尾部，再放在培養皿中，使尾鰭平貼在培養皿上。第二步將培養皿放在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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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載物臺上，用低倍鏡觀察尾鰭血管中血液流動的情況。大家在觀察時，要識別

準毛細血管，首先要注意是否紅細胞單行通過血管。如果是，則這條血管就是毛

細血管。然後注意各血管內的血流速度，識別小動脈和小靜脈。現在開始實驗觀

察。〈學生作實驗，教師巡視指導。〉 
【提問】 
同學們在觀察中是如何區別三種血管的？ 
 
【學生回答】 
我首先找到了在流動血液中的紅細胞。只允許紅細胞單行通過的血管就是毛細血

管．再看血流速度和方向：血流速度快，流向毛細血管的是小動脈。反之則是小

靜脈。 
 
【總結】 
回答得好，說明他抓住了三種血管的主要特點。請同學們按要求整理好實驗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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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引言】 
同學們已經學習了有關血管的識，我提個問題，請大家回答：“血液為什麼能在

血管中不停地定向流動？＂ 
 
【學生回答】 
與心臟有關。 
 
【講述】 
好。心臟不停地跳動，使血流不斷地從動脈流向全身各處，由靜脈再送回心臟。

心臟為什麼不停地跳動？血液為什麼總是從心臟流向動脈，又由靜脈流回心臟

呢？要知道這些問題，就要學習有關心臟的形態、結構和功能方面的知識。 
 
【實驗】 
心臟的位置〈附試教圖片〉 
實驗材料〈四人一組〉：課本、記錄本、聽診器。 
 
實驗步驟： 
  〈1〉將一組學生分成 A，B 小組，每組兩人。 
  〈2〉A 小組同學看書 P.31 圖 IV －33 心臟的位置。在記錄本上描述心臟的位

置，注意盡可能地詳細描述，並使用術語，時間為 5 分鐘。 
  〈3〉B 小組同學用聽診器聽心跳，測心率，並填入下表。 

    注：運動指蹲起 20 次。 

  〈4〉兩組互換，B 小組認真閱讀 A 小組的報告，按照報告所提供的資訊，在

報告下，繪出心臟位置圖，A 組同學重複 B 組同學工作。 
  〈5〉交流報告，並討論。 

 姓名 性別 年齡 坐姿的心率 運動後心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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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討論】 
 〈1〉閱讀課本，討論如何正確地描述心臟的位置。 
 〈2〉在聽診的過程中，能獲得多少資訊？ 
 〈3〉計算全組平均心率。 
 
【講述】 
心臟從外形上看像桃子，大小和本人的拳頭差不多。大家要記住心臟的準確位

置：位於胸腔中部，偏左下方，在兩肺之間。為了弄清心臟內部的結構，首先要

從外形上識別心臟的左右、上下和背腹。〈出示心臟的外形圖〉請同學看掛圖，

從這張心臟的掛圖上，同學們應學會區分心臟的左右、上下和背腹面〈邊指圖邊

講〉。 
 
區分上下：與很多血管相連的一端為上，而相對的尖形的另一端為下。 
 
區分背腹：心臟腹面〈前面〉有兩條從主動脈基部發出的血管，分別叫左冠狀動

脈和右冠狀動脈。大家可以打開課本看“課外讀＂中的“心臟前面

觀＂圖。 
 
區分左右：在區分上下、背腹的基礎上，讓心臟腹面朝著你，這時心尖所指的方

向即是左，另一側就是右。注意：和你本人此時的左右正相反。 
 
【觀察】 
〈出示心臟模型〉現在請同學們看這個心臟的模型，誰能說出它的左右位置和背

腹位置？ 
 
【學生回答】 
現在面對我們的這面是腹面，也就是前面，因為我看見心臟表面分佈的冠狀動

脈，而心尖所指的這一側是左側，正和我的右側一致。 
 
【講述】 
說得好。這個心臟模型的位置、形態、就是人體內心臟的自然位置、形態，下面

看一看內部結構。 
 
心臟的自然位置、形態，下面看一看內部結構。大家注意觀察這個模型，在心臟

的房室溝和室間溝的位置處將心臟“切開＂〈取下模型上的左右心室壁和心房

壁〉，看看裡面的結構。 

【PowerPoint】 



體內物質的運輸 
生物 

2005/2006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1

   二、心臟 
     〈一〉位置：位於胸腔中部偏左下方，在兩肺之間。 
     〈二〉形態大小：形如桃，大小如本人拳頭。 
 
【講述】 
心臟裡面有四個空腔。按照位置關系，這四個腔分別叫做左心房、左心室、右心

房、右心室。心房在上、心室在下，而且左心房只和左心室相通，右心房只和右

心室相通，左、右心房之間和左、右心室之間都是不相通的。 
 
【PowerPoint】 
     〈三〉結構 
      1.具有四個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 
 
【講述】 
現在再觀察一下心臟四個腔周圍心壁的特點〈請同學們觀察彩圖五〉：心房壁薄，

心室壁厚，左心室壁比右心室壁厚。 
【PowerPoint】 
 
      2.心壁特點：心房壁比心室壁薄，左心室壁比右心室壁厚。 
 
【講述】 
在心房和心室之間，心室和動脈之間都有控制血液流動方向的瓣膜，這些瓣膜能

開能閉，控制著血流方向：心房和心室之間的瓣膜叫房室瓣，它只能朝向心室開，

保證血液只能從心房流向心室；心室和動脈之間的瓣膜叫動脈瓣，動脈瓣只能朝

向動脈開，保證血液只能從心室流向動脈。大家看我手中這個心臟瓣膜模型〈向

學生展示〉，它形象地表現了瓣膜保證血液定向流動的作用。 

【PowerPoint】 

      3.瓣膜 
      〈1〉房室瓣：位於心房和心室之問，控制血液從心房流向心室。 
      〈2〉動脈瓣：位於心室和動脈之問，控制血液從心室流向動脈。 
     
【講述】大家看掛圖，心臟的四個腔分別和不同的血管相通：左心房通肺靜脈．

左心室通主動脈，右心房通上、下腔靜脈，右心室通肺動脈。概括地說，心室與

動脈相連通；心房與靜脈相連通。 

【PowerPoint】 

     



體內物質的運輸 
生物 

2005/2006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2

 4. 與心臟連通的血管：左心房通肺靜脈，左心室通主動脈，右心房通上、 
                      下腔靜脈，右心室通肺動脈 

 

第三課時 

【實驗】 
觀察哺乳動物的心臟的結構 
 實驗材料〈四人一組〉：豬心或羊心、解剖盤、解剖刀、解剖剪。 
 
實驗步驟： 
    〈l〉觀察心臟的外形：參考課本圖。將心臟按照圖〈心臟前面觀〉所示，

放在解剖盤中，分清心房和心室，並明確左右。用手捏心臟壁的厚薄。分

別向與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相連的血管內注入水，記住水從哪里流出。 
    〈2〉觀察心臟的內部結構：按照講義的要求解剖心臟。認識左、右心房；

左、右心室，觀察心房和心室之間是否相通？認識瓣膜〈房室瓣、動脈瓣〉。

在主動脈的基部找到小孔，用鑷子插入，看此血管分佈到何處？ 
 
【學生討論】  

〈1〉心臟的基本結構是怎樣的？參考彩圖五。 
   〈2〉向血管注入水後，水流方向？分析原因。 
   〈3〉主動脈基部的血管分佈到何處？ 
   〈4〉填心臟結構圖。 
   〈5〉為什麼心壁有薄有厚？ 
 

第四課時 

【複習提問】 
前面我們學習了有關心臟結構的知識。心臟是血液循環的動力器官。正是由於心

臟晝夜不停地收縮和舒張，才推動了血液在血管裡循環流動。哪位同學能說一說

心臟的哪些結構特點與其功能是相適應的？ 
 
【學生回答】 
心臟是由心肌構成的。心肌不停的收縮和舒張，推動血液在血管裡循環流動。 
 
【學生回答】 
心臟由左心房和左心室、右心房和右心室組成，在心房和心室之問有房室瓣，在

心室和動脈之間有動脈瓣，這些結構可以保證血液定向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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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回答正確。前面我們還留了一道思考題：“為什麼心壁有薄有厚？＂誰發表一下

自己的看法。 
 
【學生回答】 
心房的心壁都很薄、心室的心壁都較厚，這因為心房收縮，只把血液送往心室。

而心室收縮，要把血液送往全身各處。所以心壁有薄有厚。 
 
【講述】 
回答的基本正確。心壁的薄厚是和心臟的功能有密切關系的。心房收縮是把血液

送入心室，輸送的距離短，只有一孔之隔，所以心房壁不是很厚。而心室收縮是

把血液送入動脈，再由動脈送往全身各處，所以需要足夠的力量，而這足夠的力

量主要來自較厚的心室壁的收縮。 
 
右心室連通的是肺動脈，右心室收縮僅將血液射入肺動脈，再到肺部，輸送血液

的距離短，而左心室連通的是主動脈，左心室收縮先將血液射入主動脈，再送往

全身各處，輸送血液的距離長，所以左心室的壁要比右心室的壁厚。由此可見，

心壁的厚與薄，是與其功能相適應的。 
 
在血液循環系統中心臟的重要性已經不言而喻了，因此，注意心臟的衛生保健和

鍛煉，使心臟更好地完成自己的功能，則是非常必要的了。 
 
請同學們坐好，用自己的右手按在自己胸部偏左側，感覺心臟的跳動是怎樣進行

的？ 
 
【學生回答】 
感到心臟在有節律地跳動。 
【講述】 
心臟在單位時間（一分鐘）內跳動的次數，叫做心率。 
 
【PowerPoint】 
      〈四〉心率 
       1.概念：在單位時間〈一分鐘〉內，心臟跳動的次數。 
【學生體驗】 
用手直接按在胸部來測知心率，不方便，我介紹另外一種方法測知心率。同學們

仍自然坐好，將自己右手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放在自己左手的橈動脈處，當我

說開始時，大家在心裡默數動脈的搏動次數，當我說停止時，大家就停止。〈教

師看表計時 1 分鐘，讓學生默數自己的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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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剛才同學們默數了自己的脈搏數，由於在一般情況下脈搏和心率是一致的，因此

知道了脈搏數也就知道了心率數。現在統計一下同學們的脈搏情況。〈教師在黑

板上寫出 61-70、71-80、81-90、91-100 四組脈搏數，每讀出一組脈搏數，讓脈

搏數屬於該組的同學舉手。教師統計人數，且填寫在該組脈搏數之後〈如 71-80：

15 人〉。從分析統計情況可以看出，多數人的心率在每分鐘 71 次─80 次之間。

成年人的心率平均為 75 次／分。心率會隨年齡、性別和健康狀況的差異而不同，

心率低於 60 次／分的，叫做心動過緩，但運動員除外；心率高於 100 次／分叫

心動過速，但嬰幼兒除外，因為嬰幼兒的心率一般較快。只要心率在 60 次／分

─100 次／分的範圍內都屬正常。 
【PowerPoint】 
       2.正常值：60 次／分─100 次／分（運動員除外） 
 
【講述】 
怎樣衡量一個人心臟的工作能力大小呢？主要看心臟收縮時向動脈輸出血量的

多少，即心輸出量的多少。什麼是心輸出量呢？心臟收縮時，將心室內的血液射

入動脈；心臟舒張時，靜脈中的血液流回心房。心室每次射出的血量叫每搏輸出

量。心臟每分鐘輸出的血量叫每分輸出量，即一般所說的心輸出量。那麼心輸出

量、每搏輸出量和心率三者之間有什麼關系？我們可以用一個關系式來說明：每

分輸出量＝每搏輸出量×心率 
 
【PowerPoint】 
      〈五〉心輸出量 
       1.每搏輸出量：心室每次射出的血量。 
    2.心輸出量：心臟每分鐘輸出的血量。〈一般稱心輸出量。〉 
     每分輸出量＝每搏輸出量×心率 
 
【提問】 
測得某人的每搏輸出量是 70 毫升〈指安靜狀態〉，又測得該人的心率是 75 次／

分，那麼同學們計算一下該人的每分輸出量，即心輸出量是多少？ 
 
【學生回答】 
該人的心輸出量為 525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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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對。正常人在不同生理狀態下，心輸出量是不同的。如：飯後的心輸出量可以增

加 30％左右；情緒激動時，心輸出量約增加 50％─100％；從事體力勞動和體育

運動時，心輸出量可以是安靜時的 5 倍─7 倍。心輸出量為什麼可以作為衡量心

臟工作能力大小的標誌呢？請看下面這個表： 

 運動員 普通人 

心率（次／分） 50 75 

每搏輸出量（毫升） 105 70 

心輸出量（毫升） 5250 5250 

提高心輸出量的方式 

 

主要依靠增加每搏輸出量 主要依靠增加心率 

 

心臟工作能力 

 

心肌收縮力較強，工作能

力較大 

心肌收縮力較弱，工作

能力較小 

    從上面的運動員和普通人在安靜狀態下心臟活動比較表中可以看出，在安靜

狀態下，心輸出量都是 5 250 毫升，運動員的每搏輸出量大，心臟只要每分鐘跳

動 50 次就可以輸出 5 250 毫升血量，但普通人則需要心臟每分鐘跳動 75 次，才

能輸出 5 250 毫升血量。如果這兩個人同時從事劇烈運動時，心輸出量都要成倍

的增加，這對於心肌不發達的普通人來說，每搏輸出量變化不大，只能通過增加

心率作為增加心輸出量的方式，這樣心臟就容易疲勞，工作不能持久，出現心跳

過急、氣喘等現象；而運動員心肌發達，主要以提高每搏輸出量的方式增加心輸

出量，使心臟既能承擔繁重的工作，又能持久。由此可見，心輸出量的多少可以

衡量心臟工作能力的大小。由此還告訴我們，要有強健的心臟，就應經常參加體

育鍛煉，增強心肌的收縮能力，提高每搏輸出量，促使心臟強健，以增加心臟的

工作潛力。 
 
    為了保證心臟、血管的正常發育，要求同學們一定不要飲酒，因為酒中的酒

精會使心臟和血管受損，而影響心臟和血管的正常功能。相信同學們在瞭解了酒

精的危害性後，為了健康，是能做到不喝酒的。 
 
    有關心臟的知識，就學到這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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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三、心臟的鍛煉和保健 

      〈一〉適當鍛煉，促使心臟強健。 

      〈二〉保護心臟，不喝酒。 

【堂上練習題】 
1. 血液循環系統是一個由          和          組成的封閉式的管道系統。

這個管道系統中循環流動著          。 
 
2. 血液與組織細胞之間進行物質交換的場所在（  ）。 
   A. 心臟            B. 動脈 
   C. 靜脈            D. 毛細血管 
 
3. 把血液從心臟輸送到身體各部分去的血管統稱（  ）。 
   A. 主動脈            B. 動脈 
   C. 肺靜脈            D. 靜脈 
 
4. 從體表可以看到手臂上的一條條“青筋＂是（  ）。 
   A. 動脈             B. 靜脈 
   C. 淋巴管           D.毛細血管 
 



體內物質的運輸 
生物 

2005/2006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27

第三節 血液循環 

第一課時 

【引言】 
通過前兩節課的學習，同學們對血液循環系統的基本組成和主要結構及其功能已

有了一定的瞭解。今天一起學習血液循環流動的途徑和血液在循環途徑中成分變

化的知識。 
 
血液在心臟和全部血管所組成的管道中進行的循環流動，叫做血液循環。 

【PowerPoint】 

第三節 血液循環 
    一、血液循環的概念：血液在心臟和全部血管所組成的管道中進行的循環流  
            動，叫做血液循環。 
 
【講述】 
根據血液循環的途徑不同，可以分為體循環和肺循環兩部分。我們首先學習體循

環的內容。 
 
體循環從左心室開始，左心室中含有動脈血。“什麼是動脈血呢？＂哪位同學來

回答。 
 
【學生回答】 
含氧豐富、顏色鮮紅的血叫動脈血。 
 
【講述】 
對。這種含氧豐富、顏色鮮紅的動脈血從左心室射入主動脈，流經全身〈肺部除

外〉各級動脈，最後到達全身各處的毛細血管網，在這裡與組織細胞進行物質交

換。紅細胞運來的氧以及各種營養物質供給細胞利用，細胞產生的二氧化碳和其

他廢物則由血液運走。在這裡，動脈血變成了靜脈血。請同學思考回答兩個問題：

一個是“為什麼物質交換發生在毛細血管網和組織細胞之間？＂，另一個是“什

麼是靜脈血，動脈血是怎樣變成靜脈血的？＂ 
 
【學生回答】 
因為毛細血管管壁最薄、管腔最小，血流速度最慢，毛細血管又呈網狀遍佈到全

身各處的組織細胞，所以有利於物質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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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 
靜脈血是含氧少、顏色暗紅的血。動脈血在毛細血管與組織細胞發生氣體交換後

就變成了靜脈血。 
 
【講述】 
答的很好。正是毛細血管具有很多利於物質交換的特點，所以當動脈血流經這裡

時，才發生物質交換。同時使含氧豐富的動脈血變成了含氧少的靜脈血。靜脈血

經各級靜脈最後匯集到上、下腔靜脈流回右心房，完成了體循環。 
 
  體循環是指血液由左心室進入主動脈，再流經全身的各級動脈、毛細血管

網、各級靜脈，最後匯集到上、下腔靜脈，流回右心房的循環。 
 
    在體循環進行的同時，肺循環也在進行著。靜脈血流回右心房後，接著流入

右心室。以右心室為起點，靜脈血射入肺動脈，再流入肺部毛細血管網。在這裡，

肺泡和毛細血管中的靜脈血進行了氣體交換：二氧化碳由血液進入到肺泡中，氧

從肺泡進入毛細血管裡的血液中。這樣，原來含氧較少而含二氧化碳較多的靜脈

血就變成了含氧多的動脈血。動脈血經肺靜脈流回左心房，完成了肺循環。 
 
    肺循環是指血液由右心室進入肺動脈，流經肺部的毛細血管網，再由肺靜脈

流回左心房的循環。 

【PowerPoint】 

    二、血液循環的途徑 

                                       組織細胞 

 

        氧、營養物質  二氧化碳等廢物 

體 

循   左心室  主動脈  各級動脈  全身毛細血管  各級靜脈  上、下腔靜脈  右心房   

環 

－－－－－－－－－－－－－－－－－－－－－－－－－－－－－－－－－－－－－－－－－－－－－－ 

肺 

循   左心房     肺靜脈     肺部毛細血管      肺動脈       右心室 

環 

                     氧   二氧化碳 

 

                       肺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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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 
體循環和肺循環之間有什麼關係呢？體循環和肺循環雖是兩條不同的循環路

線，但它們是同時進行的，循環的起止點都在心臟，是心臟把兩條循環路線緊密

地聯系在一起，組成一條完整的循環途徑，為人體各組織細胞不斷運來氧和養

料，又不斷地運走二氧化碳和其他廢物，從而完成體內物質的運輸任務。 

【PowerPoint】 

    三.體循環和肺循環的關係： 

 

              肺 

 

           〈肺循環〉 

 

             心臟 

 

           〈體循環〉 

 

           全身各處 

【提問】 
學到這裡，想到一個問題：在血液循環的過程中，動脈血管裡流的一定是動脈血

嗎？靜脈血管裡流的一定是靜脈血嗎？能不能根據血管的名稱來判斷血液的名

稱？哪位同學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學生回答】 
我分析了血液在循環途徑中的變化情況，發現動脈血管裡流的不一定是動脈血，

靜脈血管裡流的也不一定是靜脈血。如肺動脈中流的是靜脈血，而肺靜脈中流的

是動脈血。因此，不能根據血管的名稱來判斷血液的名稱，應該根據血液中含氧

量的多少來判斷是動脈血還是靜脈血。 
 
【講述】 
答的很好，分析正確。血管和血液是兩類不同的概念。同學們一定不要把這兩個

概念混淆。 
 
【提問】 
現在我們一起利用人體血液循環掛圖和血液循環的 Flash 動畫，複習體循環和肺

循環的循環途徑和血液變化的知識。〈要求同學回答：1.體循環和肺循環的起點

和終點各是什麼部位？2.體循環和肺循環通過什麼結構取得聯系的？3.在體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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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血液成分發生什麼變化，發生變化的部位在哪裡？在肺循環中血液成分發生什

麼變化，發生變化的部位在哪裡？〉 
 
最後請同學打開課本，閱讀第三節的“動動腦＂第一題，同座位的兩個同學可以

小聲討論一下，然後回答。 
 
【學生回答】 
下肢的骨骼肌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由血液攜帶，經下肢的各級靜脈，然後匯總到

下腔靜脈，進入右心房。房室瓣開放時，進入右心室，再進入肺動脈，最後到肺

部毛細血管，進入肺泡。 
 

第二課時 

【複習】 
前面我們學習了有關血液循環的知識。下面請兩位同學上講台，在黑板上用圖解

的方式寫出體循環的途徑和肺循環的途徑。〈兩位同學寫完後回座位。〉 
 
【講述】 
從圖解和同學們回答的情況看，大家對血液循環的知識，掌握得還是比較好的。 
 
心臟在整個循環系統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由於心肌有規律的收縮和舒張，才

使血液不斷地循環流動。當心室收縮時，血液被射入動脈，並推動血液向前流動。

血液在血管內向前流動時會對血管壁造成側壓力，這個側壓力就叫血壓。 
 
【PowerPoint】 
  四.血壓 
    〈一〉概念：血液在血管內向前流動時對血管壁造成的側壓力，叫做血壓。 
 
【講述】 
早在 18 世紀初，英國人哈爾斯用一根長 2.74 米的玻璃管，與銅管連接，插入馬

腿的動脈內，血液在垂直的玻璃管內上升到 2.53 米的高度，測到了馬的血壓。

這個實驗說明，馬的動脈中的血液具有相當大的壓力。這是有關血壓的早期實

驗。以後又經很多科學家的研究，測量血壓的方法日臻完善。 

 
一般日常生活中所說的血壓是指體循環的動脈血壓。心臟收縮時，動脈血壓所達

到的最高數值，叫做收縮壓，也稱高壓；心臟舒張時，動脈血壓下降到的最低數

值，叫做舒張壓，也稱低壓。用血壓計在上臂肱動脈處可以測得收縮壓和舒張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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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邊看血壓計，邊聽我講述測量血壓的方法。 
這就是血壓計，它由血壓表、袖帶、血壓計氣球等組成。 
先將血壓計袖帶的氣體排出．使血壓計汞柱位於零。 
被測者取座姿，露出上臂．肘下可墊一小枕，使上臂、血壓計和被測者的心臟處

於同一水準高度。 
 
測量者將袖帶縛在被測者的上臂，袖帶下緣距肘窩處約 2 釐米，袖帶松緊要適

宜，測量者戴好聽診器，將聽診器的胸端放置在肱動脈搏動處。 
 
右手捏住血壓計氣球，將調節螺栓擰緊，開始打氣，使袖帶充氣，這時會看到血

壓表內的汞柱在上升，直至聽不到動脈的搏動聲，然後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慢慢

松動調節螺栓，緩慢放氣、降壓。這時會看到血壓表內的汞柱在下降。此時測量

者一面用聽診器聽肱動脈內聲音的變化，一面要注意血壓表汞柱的變化。當肱動

脈由無聲變成“蓬、蓬＂聲時，記下汞柱所示的數值，這就是收縮壓；繼續放氣，

當肱動脈由“蓬、蓬＂聲變成“撲、撲＂聲時，記下汞柱所示的數值，這就是舒

張壓，然後繼續放氣，直至聲音完全消失。 
 
解開袖帶，收拾好血壓計。 
通過講解，大家對如何測量血壓有了一定的瞭解，下面請兩個同學來實際操作一

下，一個同學作被測者，另一個同學作測量者，其他同學看他測量的方法是否正

確。〈學生實習操作，教師給予必要的指導。附試教照片〉 
 
 這個同學操作的基本正確。請他說一下測得血壓數據。 
 
【學生回答】 
我測得的血壓數據是收縮壓 1 5 千帕，舒張壓是 9 千帕。 
 
【講述】 
從測得數據可以知道血壓的生理含義，即這個同學的心臟收縮時的收縮壓是 15
千帕，心臟舒張時的舒張壓是 9 千帕，醫生通常用 15／9 千帕來表示。健康成年

人收縮壓正常值的變動範圍為 12 千帕─18.7 千帕，舒張壓為 8 千帕─12 千帕。

如果一個人的舒張壓經常超過 l 2 千帕，則認為是高血壓；如果收縮壓經常低於

12 千帕，則認為是低血壓。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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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常值  
      收縮壓：12 千帕─18.7 千帕。舒張壓：8 千帕─12 千帕。 
 
【講述】 
由於心臟有規律的收縮和舒張，心臟才表現出有規律的跳動，推動血液在血管中

不停地循環流動，心臟有規律的跳動次數，可以由“心率＂來反映，而心率又往

往是和脈搏相一致的。那麼脈搏是怎樣產生的呢？原來當心臟收縮、左心室射血

入主動脈，主動脈壁先向外擴張，然後回縮，這種血管壁一張一縮的搏動．像波

浪一樣沿著動脈壁向遠處傳播，這就是脈搏形成的原因。簡單地說，脈搏就是動

脈的搏動。 
 
【PowerPoint】 
    五、脈搏：動脈的搏動，就叫脈搏。健康人的脈搏與心率一致。 
 
【講述】 
我國的醫學家早在兩千多年前發現，人體某一器官有病，常影響心臟的快、慢、

強、弱，並在脈搏上表現，根據這個原理，通過“切脈＂─用手感知脈搏的快、

慢、強、弱，可以推知心臟和其他器官的健康情況，來診斷疾病。戰國時期的醫

學家扁鵲就是這方面的先驅者。直到如今，“切脈＂作為我國中醫治病的重要的

診斷方法。 
 
通過學習，大家知道了血液對於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重要性。所以人們在生活

中，在體育鍛煉或生產勞動中，如果出現意外創傷而出血，就應該及時進行出血

的初步護理，用以保護自己、救護他人。那麼，怎樣進行出血的初步護理呢？ 
 
【PowerPoint】 
    六.出血的初步護理 
 
【講述】 
創傷外出血有三種情況：毛細血管出血、動脈出血和靜脈出血。這三種出血的護

理方法是不同的。 
 
毛細血管出血時，血液流出量很少，是慢慢滲出，血液是紅色的。因出血慢而少，

所以一般會因血液中血小板的凝血和止血作用而自然凝固。處理的方法是先消毒

傷口（一般用 75 ％的酒精棉），後用消毒的紗布包紮以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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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一〉毛細血管出血 
      處理方法：消毒、包紮 
 
【講述】 
動脈出血時，血流猛急，尤其是大動脈出血，呈噴射狀，血液鮮紅，不會自然凝

固止血，因此必須盡快地用指壓法或止血帶止血法在受傷動脈的近心端止血，進

行急救後馬上送醫院治療。   
   
【PowerPoint】 
    〈二〉動脈出血 
      急救方法：在受傷動脈近心端迅速止血，並立即送醫院救治。 
 
【講述】 
靜脈出血時，血流較緩和，血色暗紅，應馬上在受傷靜脈的遠心端壓住止血，經

初步護理後馬上送醫院治療。 
 
【PowerPoint】 
    〈三〉靜脈出血 
      急救方法：在受傷靜脈遠心端止血，並送醫院診治。 
 
【提問】 
在處理動脈出血時，要在受傷動脈的近心端止血，而在處理靜脈出血時，卻在遠

心端止血，這是為什麼？ 
 
【學生回答】 
因為動脈出血時，血液來自心臟，所以應在近心端止血，堵住血液的來源；而靜

脈出血時，血液來自遠心端的靜脈，所以要堵住這個血液的來源，才能真正起到

止血的作用。 
 
【講述】 
分析正確。總之，在遇到有人創傷而外出血時，應頭腦冷靜，要根據不同的出血

情況，採取不同的護理方法進行救治。 
 
今天的課就講到這，今天學習的許多知識是和生活實際緊密相關的．要求大家在

掌握基礎知識的基礎上。理論聯系實際，肯於實踐，提高自己的實踐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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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練習題】 
 
1. 左、右心室射出的血（  ）。 
    A. 都是動脈血               B. 都是靜脈血 
    C. 分別是靜脈血、動脈血     D. 分別是動脈血、靜脈血 
 
2. 在心臟收縮和舒張一次的過程中，從房室瓣關閉到動脈瓣關閉這段時間，心

臟活動正處在（  ）。 
    A. 心房收縮期          B. 心室收縮期 
    C. 心房舒張期          D. 心室舒張期 
 
3. 血液從左心室射出後，在進入右心房以前不經過的血管是（  ）。 
    A. 腎靜脈            B. 冠狀動脈 
    C. 肝靜脈            D. 肺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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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本章課教學主要圍繞著體內物質的運輸展開，結合實驗觀察，使學生對血

液、血管、心臟這一既熟悉又神秘的結構又有了進一步的認識和瞭解。在講授過

程中配合實驗，可使學生即時對學習的知識鞏固。通過血壓計的使用，令同學感

覺到學爲所用，提高了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學生的日常輸液、驗血、診脈

等身邊事入手，激發學生興趣，引發學生思考，學生參與積極性高。通過對科學

史以及獻血有關內容的瞭解，對學生進行了情感、態度和價值觀的教育，特別是

獻血方面的有關報道和學生的討論，增強了學生珍愛生命，相互關愛的美好情

感，初步樹立了健康的成年公民應當積極參加無償獻血的觀念。 
 

反思及建議 
1. 學生對血液從哪里産生的？以及與血液有關的一些學生感興趣的內容，在課

堂上未能涉及，感到不滿足，考慮通過印發一些補充資料，豐富學生認識。 

 

2. 相關的中、西醫知識瞭解有限，有些內容沒能展開和涉及，使學生感到學科

知識與現實生活還有距離，這方面有待進一步學習提高。 

 

3. 血液循環的途徑，這部分內容比較抽象，容易産生枯燥感。 

 

4. 在實驗安排上，因全班 45 人，未能全面顧及每一位學生的提問，並加以指導。

如果分組進行實驗，令人數減少，學生所得到的指導應該可更全面。 

 

5. 網上教學，可令學生吸收更多上堂學不到的課外知識，引發學生主動在互聯

網下尋找答案，令到學生可學習到更廣範的生物知識。但有些學生家中未必一定

有電腦，以至不能全部教學實施於網上，令網上教學還存在一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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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材說明 

教學設計主要文件 

在 CD 內檔案名為：體內物質的運輸.doc 

網上作業，相關網上教學 

在 CD 內的“Web＂目錄下，執行名為 index.html  

堂上講議 PowerPoint 

在 CD 內檔案名為：體內物質的運輸.ppt 

堂上試教圖片 

在 CD 檔內“試教圖片＂內的 6 張照片，分別檔案名為：血壓計的使用 1.JPG，

血壓計的使用 2.JPG，心臟的位置 1.JPG，心臟的位置 2.JPG，觀察小魚的尾鰭

1.JPG，觀察小魚的尾鰭 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