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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1 DNA 的分子結構和複製 
 
一、教學目標 
1. 知識目標 

(1) 理解 DNA 分子的結構特點。 
(2) 理解 DNA 分子複製的過程和意義。 

 
2. 能力目標 

(1) 培養觀察能力、分析理解能力：通過觀察 DNA 結構模型及製作 DNA
雙螺旋結構模型來提高觀察能力、空間想像能力、分析和理解能力。 

(2) 培養創造性思維的能力：通過探索求知、製作模型、培養學生的創新

能力和動手操作能力。 
(3) 培養學生自學能力：討論練習題等進行學生間交流，激發獨立思考、

主動獲取新知識的能力。在自學中去領悟知識，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

題。 
(4) 培養學生動手能力：通過 DNA 抽提實驗，令學生們對 DNA 分子有

更實質性的認識，感受 DNA 的真實存在，使自身與科學聯系起來。

通過實驗培養了動手能力，也對現代生物技術有初次瞭解。 
 
3. 情感目標 
  通過 DNA 分子的結構和複製的學習，探索生物界豐富多彩的奧秘，從而激

發學生學科學、用科學、愛科學的求知欲。 
 
二、主要內容 
  本教材中有關 DNA 的雙螺旋結構是學生理解遺傳學基本理論的重點，甚至

對於學生理解後面的有關 DNA 的複製、基因控制蛋白質的合成、基因突變等知

識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由於教材中直接給出了 DNA 雙螺旋結構模型，而這個

模型本身涉及到了學生還沒有接觸的化學知識，同時還要求同學具有一定的空間

想像力。因此，對於 DNA 分子的雙螺旋結構的理解，也是本課的難點。另外，

DNA 複製的意義，在於遺傳資訊從親代傳給子代，從而保證了遺傳資訊的連續

性，也保證了物種的相對穩定。而其中所關連的一些知識點，包括 DNA 複製所

需要的條件，場所和過程都是學生所必需知道的，而 DNA 的半保留複製也是本

課的難點。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充分發揮多媒體電腦的獨特功能，把 DNA 的化學組成、立體結構和 DNA

的複製過程等重、難點知識編製成多媒體課件。將這些較難理解的重、難點

知識變靜為動、變抽象為形象，轉化為易於吸收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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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課程內容抽象、不易理解，根據教材的這種特點，本人主要借助直觀教

具——DNA 的雙螺旋結構的模型進行教學，這樣能使枯燥乏味的知識變得

形象生動起來，也便於突出重點，突破難點。而且通過動手嘗試建構製作

DNA 雙螺旋結構模型和專題報告，加深對 DNA 分子結構特點的理解和認

識。 
3. 在教學方法的選擇方面，本人主要採用了觀察法、分析法、談話法和討論法，

使課堂氣氛能更加活躍。這樣也可將抽象的問題具體化，複雜的問題形象

化，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促使學生積極參與思維，基本上體現了素

質教育的主導思想。通過討論交流、通過提高學生的識圖能力、思維能力，

通過配合適當的練習，將知識化難為易。 
4. 安排趣味實驗——口頰細胞基因提取實驗，設置認知臺階，適時啟發引導。

令學生感悟生物學的奧秘，激發科研情感。在指導學生學習方面，實驗前會

側重於讓學生通過閱讀自學、分組討論等方式，培養他們的自學能力和參與

意識，實現由學會到會學過程的轉變。 
 
四、課時安排 
  本單元設計分為演示及實驗課，共五課時，每課時為四十分鐘。還有學生們

以課餘時間製作模型和對實驗內容的探討和調研。 
 
1. DNA 的分子結構（演示課） 二課時 
2. DNA 的複製（演示課） 一課時 
3. 口頰細胞基因提取實驗（實驗課） 二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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