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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一、本章教學內容及地位  

    內容：簡述細胞的生長和增殖的週期性；描述細胞的無絲分裂；觀察細胞的

有絲分裂並概述其過程；說明細胞的分化；舉例說明細胞的全能性；探討細胞的

衰老和凋亡與人體健康的關係；說出癌細胞的主要特徵、討論惡性腫瘤的防治。 

    地位: 細胞增殖是生物體生長、發育、生殖和遺傳的基礎；細胞分化是個體

發育的一個重要階段，胚層細胞的分化導致組織形成、器官發生和系統建成，細

胞的異常分化會導致癌變；細胞的衰老和凋亡與人體健康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

係。因此，學習本單元知識，不僅有利生命本質的認識，而且會為繼續學習生殖

發育、基因表達調控、基因突變和人類遺傳病等知識打下必要的基礎。 

二、教學目標 

認知目標： 

    說出細胞增殖的方式和意義；識別描述細胞有絲分裂各期的主要特徵；描述

細胞進行無絲分裂的大致過程和特徵；用顯微鏡觀察植物根尖裝片和馬蛔蟲卵細

胞分裂的製片，說明動植物細胞有絲分裂過程的主要區別。列舉細胞分化的典型

實例，概述細胞分化的定義，說明在個體發育過程中細胞分化的重要意義；以植

物組織培養和動物克隆為例說明分化的細胞保持其全能性，表述細胞全能性的定

義，分析細胞全能性的原因；描述細胞衰老的特徵，說出細胞凋亡的原因，舉例

說出細胞的衰老和凋亡是一種正常的生命活動；描述癌細胞的主要特徵，列舉致

癌因數的類型、說出細胞發生癌變的原因。 

能力目標： 

    用瓊脂塊模擬探究細胞表面積與體積的關係，培養實驗觀察和科學探究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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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用比較表格整理細胞有絲分裂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分裂相，用圖示呈現細胞有

絲分裂過程中 DNA 和染色體的數量動態，培養學生處理資訊的能力；分析說明有

絲分裂過程中不同時期細胞之間的結構聯繫及發展變化，培養辨證思維的能力。

還有製作和觀察植物根尖細胞裝片的學習活動，不僅為學生提供了接受科學方法

訓練的機會，而且有利於學生形成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通過搜集、整理和解讀有關幹細胞的研究進展和應用、惡性腫瘤的防治等資

料，培養探索及處理資訊的能力；分析細胞的增殖、分化、衰老和凋亡的現象和

原因，以及分化與去分化、分化與轉化的複雜關係，提高辨證思維的能力。 

情感目標： 

    本章節內容與人體健康、疾病以及社會老齡化問題有關，因此這部分知識對

培養學生珍愛生命、關注健康、尊重和愛護老人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並使學生

認同生命科學與人類征服癌症和延年益壽的密切聯繫，增強學習生物學的興趣和

養成珍愛生命的情感。 

三、 教學策略和方法 

    學生學習有關細胞結構和細胞代謝的知識後，初步理解“細胞是生物體結構

和功能的基本單位”，但是，細胞為什麼那麼小呢？這是學生既困惑又感興趣的

問題，因此，建議組織學生“模擬探究細胞表面積與體積的關係”。在這個活動

中，讓學生親自計算不同大小立方體的表面積與體積之比，通過分析資料認識到

較小細胞的表面積相對較大，易於保證細胞與外界進行物質交換。 

    生物體怎樣實現新舊細胞的更新呢？由此導入“細胞的增殖”的教學過程。 

細胞增殖的教學應從其概念本身開始，通過對初中生物學知識的學習，學生知道

細胞增殖是指親代細胞以分裂方式產生子代細胞的過程。教學時，先結合左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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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示闡明細胞增殖是通過細胞週期實現的，細胞週期是細胞生長和分裂的週期

性變化。 

 

再根據右上圖示表述細胞週期的定義，進而通過識圖和分析，說出一個細胞週期

的起止時間和劃分的階段。然後，教師用板書形式概括細胞週期劃分的階段。 

     

    植物細胞有絲分裂的教學應先組織學生觀察植物根尖細胞有絲分裂的製

片，對照圖片從顯微鏡視野中識別間期細胞和有絲分裂的各個時期細胞。在學生

對植物細胞有絲分裂過程具有初步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教師再借助課件教學媒

體，依次闡述有絲分裂各個時期細胞的分裂相，然後師生共同以表格的形式歸納

植物細胞有絲分裂過程中發生的分裂相變化。最後，組織學生獨立完成製作和觀

察根尖臨時壓片，在親自製作的根尖臨時壓片中尋找和鑒別各個分期細胞的分裂

相。 

    在細胞有絲分裂的教學過程中，組織學生製作並觀察植物細胞有絲分裂裝片

是十分必要的，這個實驗活動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製作裝片、顯微觀察和繪製生物

圖等基本技能。教學時，為了節約時間老師提前把育根、剪根、解離步驟做好，

在正式上課演示這三個製作步驟，其他的漂洗、染色、觀察由學生自己操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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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觀察畫出細胞有絲分裂各個時期的簡圖。 

    在組織學生製作並觀察植物細胞有絲分裂裝片時，安排一定時間讓他們觀察

馬蛔蟲卵細胞分裂的製片，識別細胞兩極的中心體結構和核、質分裂狀況，從而

為比較動物細胞有絲分裂與植物細胞的異同，歸納細胞有絲分裂的特徵打下基

礎。 

    細胞有絲分裂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為了研究和揭示有絲分裂的具體過程中染

色體和 DNA分子的變化規律，人為地將其分為不同的時期。可用下麵的曲線圖概

括細胞有絲分裂過程中 DNA數量和染色體動態和數量之間的變化關係及規律。 

 

    細胞無絲分裂最主要的特徵是沒有出現染色體和紡錘絲的變化。教學時，結

合洋蔥表皮細胞或蛙蟾類紅細胞無絲分裂的圖解描述無絲分裂過程，首有先強調

細胞分裂過程也 DNA 複製只是過程簡單而已。 

    在細胞分化的教學中，首先借助圖片、錄影等媒體展示未分化的幹細胞、分

化的肌肉細胞、神經細胞、紅細胞和胰島分泌細胞，引導學生認識到分化細胞與

未分化細胞在形態、結構和功能上發生的差異，從而理解細胞分化的概念，進而

列舉受精卵與人體組織的發生、植物莖的形成層與木質部和韌皮部的形成等實

例，使學生明確細胞分裂不僅發生在胚胎發育階段，而且貫穿於生命個體的終

生，以補充衰老和死亡的細胞。然後，以紅細胞和胰島細胞為例，闡明紅細胞具

有其他細胞沒有的血紅蛋白，胰島細胞可分泌胰島素，這表明分化細胞具有某種

特殊的功能，這種特殊功能可以通過蛋白質表現出來，而蛋白質是基因表達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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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由此，引導學生推理得出“細胞分化是基因在特定條件下選擇性表達的結

果”這一結論。 

    細胞全能性指受精卵的分化潛能。上課前一周，要佈置學生搜集有關幹細胞

研究進展和應用的資料。教學時，先以植物組織培養或以動物克隆為實例，說明

分化的細胞仍然保持其全能性；進而用動物細胞的核移植技術進一步說明細胞核

的全能性。這些實例使學生認識到分化細胞的細胞核中含有本物種的全部核基

因，因此，分化細胞與受精卵一樣，具有分化出各種細胞和組織，形成一個完整

個體的潛能。這樣，細胞全能性的定義應運而生。在此基礎上，可結合圖解介紹

造血幹細胞的培養和分化，組織學生交流有關幹細胞研究進展和應用的資料，討

論研究幹細胞與人類健康的關係。 

 

    細胞衰老又叫細胞老化，是指在正常情況下，隨著年齡增長內穩態下降，機

體組織細胞發生退行性變化並趨向死亡的不可逆現象。由於細胞衰老與個體衰老

具有同步性，所以，教學時先啟發學生從宏觀上描述呈現衰老體態的老年人的面

部特徵，如老年斑、皮膚乾燥和皺紋等；然後，讓學生閱讀課文，從微觀角度初

步認識衰老細胞的結構和功能的特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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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凋亡是細胞發育過程中由基因引發的自動結束生命的生理過程。教學

時，通過列舉人體神經系統形成過程中的細胞凋亡的現象，以及健康成人的骨髓

和腸黏膜上皮細胞凋亡的現象，使學生明確在胚胎發育階段通過細胞凋亡清除多

餘或完成使命的分化細胞，保證胚胎發育正常；在成體發育階段通過細胞凋亡清

除衰老和病變的組織細胞，保證機體健康。因此，不能將細胞凋亡與細胞衰老而

死亡混為一談。最後，組織學生討論如何延緩細胞衰老，關注老年人的健康問題。 

     細胞癌變的教學上課前佈置他們搜集惡性腫瘤及防治方面的資料。教學可

採用討論式，讓學生圍繞以下問題展開討論：什麼是癌？癌細胞的主要特徵是什

麼？細胞發生癌變的根源是什麼？誘發原癌基因發生突變的因素是什麼？怎樣

防治惡性腫瘤等等。針對上述問題開展的討論活動，不僅有利於激發學生的興趣

和調動他們的學習主動性，而且還可以考查學生的學習能力、處理資訊的能力、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他們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四、教學創意及特色 

    生物學是一門自然科學課，科學本身就是一個探究的過程。為了提高學生科

學素養，就要宣導探究性學習，就要引導學生通過類似於科學家科學探究活動的

方式來獲得了科學知識，並在這個過程，學會科學的方法和技能、科學的思維方

式，形成科學觀點，培養科學精神。 

   《探究細胞的生命歷程》一章教學中，以問題驅動學習引導學生自主探究和

合作。以“問題探討”開始，讓學生通過探究實驗、上綱搜索資料、生活實際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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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等手段自己去發現問題，再一步步探究出結論，從而獲得解決問題科學能力。 

整體探究設計思路：情景導入→提出問題→合作探究→交流討論→分析小結。 

五、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 

六、學生人數：每班 34人 

 

 

 

 

 

 

 

 

 

 

 

 

上課內容 上課時間 

第一節  探究“細胞的增殖” （一） 2014－4－22（星期二）上午第五節   

第一節  探究“細胞的增殖” （二） 2014－4－24（星期四）下午第二節 

第二節  探究“細胞的分化” 2014－4－29 （星期二）上午第五節    

第三節  探究“細胞的衰老和凋亡” 2014－5－8 （星期四）下午第二節    

第四節  探究“細胞的癌變” 2014－5－13 （星期二） 上午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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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探究 《細胞的增殖》 

【教材分析】 

   “細胞增殖” 是《生物 1（必修）──分子與細胞》第六章內容。是學生在

學習了細胞生命系統的物質組成、結構和功能之後，來認識細胞這個系統的產

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其中有絲分裂是教學的重點也是教學的難點,有絲分裂

是學生以後學習減數分裂和遺傳規律的基礎，也是學習 DNA複製及遺傳資訊傳遞

的重要基礎。 

【設計思想】 

    本節以問題驅動學習引導學生自主探究和合作。以“問題探討”開始，注重

與學生生活經驗的聯繫在拓展視野的同時，增強學生對生命本質的關注。 

問題探討 →讓學生初步知道生物體的生長與細胞的增加和生長有關。 

細胞不能無限長大→瞭解細胞不能無限長大的原因，通過實驗驗證。 

細胞通過分裂進行增殖 →知道細胞增殖方式及過程。 

有絲分裂 →以實例詳細瞭解細胞增殖過程。 

無絲分裂 → 簡單瞭解此方式以及與有絲分裂的區別。 

【教學目標】 

1、知識目標：瞭解細胞增殖的方式及其意義，簡述細胞的生長和繁殖的週期性，

觀察細胞的有絲分裂的各個時期並概述其過程以及應用其規律，識記動植物細胞

有絲分裂過程的異同點。 

2、能力目標：嘗試用類比的方法進行科學研究，根據有絲分裂過程圖，圖文結

合傳授，培養學生的視圖能力和形象思維能力，學習用曲線圖描述 DNA和染色體

數量的的變化模式，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通過實驗，提高學生的觀察能力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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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力。 

3、情感目標：樹立生物體的結構與功能、局部與整體相統一的觀點，通過對細

胞週期以及有絲分裂過程中 DNA 和染色體的規律性變化的學習，培養學生樹立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重點難點】 

1、重點： 

    掌握真核細胞有絲分裂週期的概念和特點以及真核細胞有絲分裂過程。 

突破：使用掛圖及動畫圖片等進行直觀教學，自編順口溜幫助學生理解有絲分裂

過程中各時期的特點。 

2、難點： 

    理解細胞表面積與體積之比和細胞物質運輸效率的關係，瞭解真核細胞有絲

分裂過程中各個時期染色體和 DNA的變化規律。 

突破：通過模擬探究實驗，小組討論和數學方法處理實驗資料得出細胞表面積與

體積之比和細胞物質運輸效率的關係，運用函數圖像的形象化特點，調動學生的

學習積極性，提高教學品質。 

【教學方法】 

1直觀教學方法：用多媒體課件演示教材中有絲分裂過程各時期動態圖及其相應

的特點。 

2討論與探究法：學生自己閱讀課本內容，以四個人為一組進行小組討論並總結

歸納，回答週期的概念。 

3 比較教學法：利用表格、座標對有絲分裂過程中染色體、DNA 含量變化進行類

比、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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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擬式實驗：通過模擬探究實驗，得出細胞表面積與體積之比和細胞物質運輸

效率的關係，並把實驗結果遷移到真正的細胞上來 。 

【課前準備】  

1.教學準備：上課前一天，準備足夠的酚酞瓊脂塊。酚酞瓊脂塊的製備方法：每

升水加 30 g 瓊脂，不斷攪拌下煮沸。在它冷卻固化前，加 1 g 酚酞，並攪拌使

之充分混合。若混合物呈粉紅色，加數滴品質分數為 0.1%的鹽酸至粉紅色退去。

將混合物放在平底淺盤中，使混合物高度約為 3 cm。瓊脂固化後，將其切成 3 cm×3 

cm×6 cm 的小塊。塑膠餐刀、膠皮手套、毫米直尺、塑膠勺、吸水紙、燒杯。 

2.課件及細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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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                    第一課時 

內容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設計意圖 

 

一、 

細 胞

不 能

無 限

長 大 

2 

分 

鐘 

以“問題探討”引入： 

1.每個人都是有生命，生命的歷

程怎麼樣？ 

2.象與鼠的細胞大小有無明顯

差異？ 

3.為什麼生物體會長大？ 

4.細胞能不能無限長大？ 

生命都要經歷出生、生長、成熟、

繁殖、衰老直至最後死亡的生命歷

程。活細胞也一樣。 

學生思考回答，生物體的生長既靠

細胞分裂增加細胞的數量（主），還

要靠細胞生長增大細胞的體積（次） 

“問題探

討”創設

情境。 

 

二、 

模 擬

細 胞

不 能

長 大

探 究

實 驗 

 

 

 

15 

分 

鐘 

模擬實驗是科學研究常用的方

法之一。 

我們可以設計“探究細胞大小

與物質的運輸關係”的模擬實

驗。說明細胞不能無限長大。 

幕展示設計該實驗的提示： 

1、模擬不同大小的細胞,用邊長

3 cm、2 cm、1 cm 含酚酞的瓊

脂塊。 

2、NaOH 和酚酞相遇呈紫紅色； 

3、NaOH 物質又容易向內擴散。 

學會用數學方法處理、解釋實

驗資料，並得出結論。 

依據老師的問題提示，小組合作設

計模擬實驗的思路。 

各個小組展示不同設計方案進行。 

分別把邊長 3 cm、2 cm、1 cm 含酚

酞的瓊脂塊一起都到放入含 NaOH

溶液的燒杯中，測量每一塊上 NaOH

擴散的深度，記錄測量結果，根據

結果進行計算，填寫下表： 

邊

長 

表面

積 

體

積 

表面積/

體積 

擴散

深度 

擴散深度/

體積 

3 54 27 2 0.4 0.606 

2 24 8 3 0.4 0.784 

提 出 假

設，通過模

擬實驗探

究細胞不

能無限長

大 的 原

因。 

通過實驗

可以加強

學生的動

手能力，並

且對物質

的運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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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1： 

有什麼證據能證明 NaOH 擴散

進瓊脂塊裡去了？NaOH 在每

一瓊脂塊內擴散的速率是否相

同?為什麼? 

討論 2： 

既然細胞越小，細胞表面積相

對就越大，細胞的物質運輸的

效率就越高，那為什麼細胞體

積不是越小越好呢？ 

討論 3： 

限制細胞長大的因素還有哪

些？例如，細胞核中的 DNA 是

不會隨細胞的體積的擴大而增

加的，如果細胞過大，細胞核

的“負擔”就會過重，細胞核

需要控制的範圍就越大，就有

可能使得細胞核無法控制整個

細胞。 

學生分組完成實驗並討論。 

結論 1： 

瓊脂塊的表面積與體積之比隨瓊脂

塊增大而減小； 

NaOH 擴散的體積與整個瓊脂塊體

積之比隨著瓊脂塊增大而減小。 

細胞越小，細胞表面積相對就越

大，細胞的物質運輸的效率就越高。 

結論 2： 

分析展示資料：有人估計完成細胞

的各項功能至少需要 100 種酶；每

個酶促反應須佔有直徑的 50μm 空

間；每個核糖體直徑為 10～20μm。 

得出細胞體積的最小限度，是由完

成細胞功能所必須的基本結構（如

核糖體等）和物質（如酶）所需要

的空間決定。 

結論 3：限制細胞長大的因素主要有

兩方面：細胞表面積與體積的比和

細胞的核質比。 

1 6 1 6 0.4 0.996 率的理解

會有一定

的提高。特

別是激發

興趣和求

知欲。 

過渡 1 教師講述:細胞是怎樣進行增殖的呢?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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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入

課題 

分 

鐘 

教師播放:植物細胞有絲分裂的全程動態畫面。      

教師講述:大家看到了一個植物細胞經過一系列非常複雜的變化,最後

形成了兩個完全一樣的子細胞,也就是說它完成了一次細胞增殖。它

的這種增殖方式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內容--有絲分裂。 

 

 

三、 

植 物

細 胞

有 絲

分 裂

過 程 

 

 

 

 

 

 

 

 

21 

分 

鐘 

講述：一般把細胞增殖週期分為兩個

階段：間期和分裂期。細胞在前一次

分裂結束之後就進入間期，這時就是

新的細胞週期的開始。間期一共分為

三個分期。間期結束就進入有絲分裂

期。根據目前的認識，整個細胞增殖

週期可以分為 G1、S、G2、M 四個

小分期。 

展示植物細胞有絲分裂模式圖。 

提問： 

間期有什麼主要特徵？ 

教師演示分裂間期的動態畫面,並提

示大家注意觀察細胞核內染色質的

變化。 

 

 

 

 

 

學生觀察思考並閱讀“植物細胞有絲分

裂”相關內容。 

 

學生回答：從圖像上看,原來的每條染色

質長絲都形成了兩條一樣的染色質長絲,

並且這兩條長絲是連在一起的。這說明原

來每條染色質長絲中含有的一個 DNA 分

子複製成了兩個 DNA 分子。因此可以說,

分裂間期為細胞分裂期準備好了雙份的

DNA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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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這雙份的 DNA 分子是怎樣平

均分配到兩個子細胞中去的呢? 

分裂期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為了便於

學習,人為地把它分為四個時期 :前

期,中期,後期和末期。 

提問: 

前期有什麼主要特徵？ 

教師播放分裂前期的動態畫面並指

出觀察的重點:細胞核內的染色質的

變化以及細胞結構的變化。 

提問:除了染色質變成了染色體之外,

再看看核膜、核仁有什麼變化? 

動態畫面停止後,出示間期與前期的

對比畫面。 

 

 

 

 

 

 

 

 

學生小結:填寫間期的主要變化表格。   

 

 

學生進行觀察、比較、討論。 

 

 

回答:1.細長的染色質高度螺旋、縮短變粗變

成了染色體。此時的每個染色體由兩個 2

個 DNA 分子，因此稱它們為姐妹染色單體。 

2.核膜、核仁都不見了。 

3.在細胞的兩極發出了細絲狀的紡錘絲,並

由這些紡錘絲構成了紡錘體。染色體散亂的

分佈在紡錘體的中央。 

學生小結:填寫前期的主要變化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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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中期有什麼主要特徵？ 

教師播放細胞分裂中期的動態畫面,

並提示觀察的重點:注意染色體是怎

樣運動的。動態畫面停止後,出示中

期與前期的對比畫面。 

 

 

 

 

提問：     

後期有什麼主要特徵？ 

教師播放分裂後期的動態畫面,並指

出觀察重點:細胞中的染色體是怎麼

分配的?動態畫面結束後 ,出示後期

與中期靜止的比較畫面,並組織學生

討論。 

回答:染色體是被連接在著絲點上的紡錘絲

牽引著運動的。其結果是:散亂分佈在紡錘

體中的染色體的著絲點都有序地排列在了

細胞中央的赤道板上。 

學生小結:填寫中期的主要變化表格。 

 

 

 

 

 

回答:在細胞分裂的後期,每條染色體的兩條

姐妹染色單體隨著著絲點的分開而分離，細

胞兩極各有一套染色體,而且這兩套染色體

的數量和形態結構都完全一樣。  

小結:填寫後期的主要變化表格。 

 

 

 

 

 

回答: 

1.染色體到達兩極後,又逐漸變成了染色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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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末期有什麼主要特徵？ 

教師播放分裂末期的動態畫面,並指

出觀察重點：細胞內有哪些主要變

化?動態畫面結束後,出示末期與後

期的比較畫面,並指導學生進行對比

觀察。 

 

2.從細胞其他結構來看:紡錘體逐漸消失,出

現了新的核膜和核仁。 

3.在赤道板的位置出現一個細胞板,細胞板

向四周擴展,逐漸形成了新的細胞壁,從而使

兩個子細胞分開。 

小結:填寫後期的主要變化表格。 

小 

結 

1 

分 

鐘 

展示植物細胞有絲分裂各期比較表

格。佈置作業。 

完成練習紙上的各期的特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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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繼續採用圖形直觀教學、比較教學和討論分析法教學動物細胞有絲分裂過程，

並編口訣利於學生記憶。教師展示動、植物細胞有絲分裂對比圖，讓學生討論動植

物細胞有絲分裂會有什麼異同點，歸納總結其異同點。再用座標圖形直觀教學，在

黑板上利用座標圖對染色體、染色單體、DNA 三種物質分別在間期、前期、中期、

後期、末期的行為、數量變化特點進行比較總結，並畫出各種曲線，力求條理清晰。

因為只有掌握了這個規律，學生才能理解有絲分裂過程的實質，才能真正掌握有絲

分裂過程。最後做一些簡單的課堂練習，以鞏固本節內容，並達到突破難點的目的。 

          

時期 植物細胞

示意圖 

動物細胞 

示意圖 

主要特點 記憶歌訣 

分裂 

間期 

3 分鐘 

 

 

 

 完成組成染色體的 DNA 分子的複製和

有關蛋白質的合成。複製的結果，每個染色

體都形成兩個完全一樣的姐妹染色單體。 

 

複製合成 

 

 

 

 

前

期 

 

 

 

 ①出現染色體； 

②核膜解體，核仁消失；  

③（植物細胞）從細胞兩極發生紡錘絲，進

 

膜仁消失 

顯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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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裂 

 

期 

4

分

鐘 

 而形成紡錘體； 

 （動物細胞）中心體發出的星射線形成紡

錘體； 

④染色體著絲點散亂分佈在紡錘體上。 

 

中

期

4  

 

 

 

 染色體的著絲點排列在赤道板上，染色

體形態穩定，數目清晰。（計數好時機） 

形定數晰赤

道齊 

 

後

期 

4 

 

 

 

 

 

 

 

 

①每個著絲點分裂為二，每個染色體的兩個

姐妹染色單體分開，成為兩個染色體； 

②紡錘絲收縮牽引染色體向兩極移動，形成

兩套數目和形態完全相同的染色體 

點裂數加 

均兩極 

 

末

期 

4 

 

 

 

 

 

 

 

 

 

 

 

①兩組染色體分別到達兩極後，又變成細長

盤曲的染色質絲； 

②核膜、核仁重新出現；紡錘體漸消失 

③（植物細胞）在赤道板位置上出現細胞

板，進而形成新的細胞壁，最後一個細胞分

裂成兩個子細胞。 

（動物細胞）細胞膜在赤道板附近向內凹

陷，將細胞縊裂成兩個子細胞。 

膜仁重現 

兩體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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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細胞的有絲分裂的兩點區別 

 前期 末期 

植物細胞 由兩極直接發出的紡錘絲形成紡錘體 在赤道板附近形成細胞板，細胞板向四

周擴展將細胞割裂成兩個細胞 

動物細胞 有中心體發出的星射線形成紡錘體 細胞膜在赤道板附近向內凹陷，將細胞

縊裂為兩個子細胞 
 

有絲分裂過程染色體、染色單體、DNA 分子以及著絲點數目變化（假設體細胞是染色體總

數為 2n 的二倍體生物細胞） 

 分裂間期 分裂期 

前期 中期 後期 末期 

著絲點 2n 2n 2n 4n 2n 

染色體 2n 2n 2n 4n 2n 

染色單體 0→4n 4n 2n 0 0 

DNA 分子 2n→4n 4n 4n 4n 2n 

染色體形態 絲狀 絲狀→棒狀 棒狀（形態最明顯）   棒狀 棒狀→絲狀 

有絲分裂過程染色體、染色單體、DNA 分子的數目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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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

絲 分

裂 的

意義 

1 

分 

鐘 

提示學生按有絲分裂的過程及

其結果，簡要概述有絲分裂的

意義。 

親代細胞的染色體經過複製後,平均

分配到兩個子細胞中去。所以在生

物的親代和子代之間保持了遺傳性

狀的的穩定性。 

 

四、 

無 絲

分裂 

5 

分 

鐘 

1、展示蛙無絲分裂圖。 

2、簡要說明蛙的紅細胞無絲分

裂的過程。      

 

從書面上對比有絲分裂和無絲分裂

的區別，從而得出無絲分裂中，無

染色體和紡錘絲出現，不能保證母

細胞的遺傳物質平均地分配到兩個

子細胞中去，但也有 DNA 的複製。 

與有絲分

裂進行比

較學習法 

小結 1 分

鐘 

教師補充 學生進行本節的知識點總結 強化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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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設計】 

                       第六章 細胞的生命歷程    

                     第 1節  細胞的增殖 

一、細胞不能無限長大 

  1、細胞大小與物質運輸的關係 

  2、細胞表面積與體積的關係限制了細胞的長大 

二、細胞通過分裂進行增殖 

  1、細胞增殖的意義 

  2、細胞分裂       有絲分裂、無絲分裂、減數分裂 

三、有絲分裂 

  1、分裂間期：複製合成 

  2、分裂期 

    （1）前期：膜仁消失顯兩體 

    （2）中期：形定數晰赤道齊 

    （3）後期：點裂數加均兩極 

    （4）末期：膜仁重現兩體消 

【課後反思】  

     本節內容比較抽象，只能通過圖片和多媒體動畫等直觀教學方式完成，才

能讓學生對細胞有絲分裂有一個具體清晰地認識，針對本節內容的重難點，我採

用直觀教學，詳細講解，表格比較，學生討論，小結歸納，課堂練習和課後練習

相結合的方式，能夠讓學生掌握有絲分裂的過程和各時期的特徵，並較好地理解

有絲分裂過程中 DNA 和染色體數量的變化規律，從而能夠解答相應的習題並解釋



                                                                           C029 高一生物《探

究細胞的生命歷程》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23 

一些生活中的相關現象。 

    但通過小測有絲分裂內容，反映出學生對於相關內容的掌握還是有一定的問

題。特別是學生理解“2n”有難度，因此在計算染色體、染色單體、DNA分子的

數目變化方面就出錯了。我嘗試用人的染色體數（23 對）來描述，還叫學生畫

圖，讓學生對著書上的分裂圖像自己進行畫圖，再讓學生自己動手思考整個過程

及其特點，後來考試發現學生掌握得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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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探究《細胞的分化》 

【教材分析】 

    《細胞分化》是在細胞結構、功能、增殖的基礎上，向學生展示現代細胞生

物學的重要研究方向——細胞分化、細胞全能性、幹細胞。細胞分化是核心內容，

而細胞全能性、幹細胞的研究是對細胞分化進一步的拓展。該節內容是學習遺

傳、變異的基礎，又是克隆技術和胚胎工程的理論基礎，因此學好這節知識有利

於完善學生對細胞生命現象的整體認識，同時有利於學生對後續教學內的理解和

掌握。 

【設計思想】 

    《細胞分化》教學設計主要是採用問題引導式的探究教學模式，本節有詳實

的生物科學的史實資料、重要的現代生物技術的基礎知識和與學生切身利益相關

的生活實例，這些內容既開闊了學生的思路，提高了學生的興趣，也能讓學生認

識到相關社會問題的多面性，進而獲得對生物學獨特的理解、感受和體驗，更樂

於探究新知。因此，設計不僅關注了學生在知識呈現過程中的狀態，也展示了教

師在教學中的真正角色，通過師生溝通、交流和分享而形成一個“學習共同體”。  

【教學目標】 

1、知識目標： 

⑴說出細胞分化的概念及在生物個體發育中的意義  

⑵舉例說明細胞的全能性在生產實踐與科學研究中的作用，說出細胞全能性的實

質及植物細胞和動物細胞全能性的不同點，能夠區分具體細胞全能性的大小 

2、能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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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在教師的引導下，師生共同探究，使學生學會學習，培養分析、歸納的思維能

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⑵探究細胞分化的特點，細胞全能性的概念，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方法和生物學

素養 

3、情感態度價值觀： 

引導學生關注當今世介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和人類健康問題，激發學生關愛生命

的美好情感。 

【重點難點】 

教學重點 

（1）細胞分化的概念和意義 

（2）細胞全能性的概念 

（3）細胞分化與細胞分裂的關係 

教學難點 

（1）細胞分化的概念 

（2）細胞全能性的概念及實例 

【教學方法】 

    本節課結合教材的特點和學生實際，課前讓學生搜集造血幹細胞相關的資

料，同時我準備了胎兒發育的錄影，胎兒組織細胞的圖片，植物組織培養的圖解，

克隆羊形成過程的示意圖，通過多舉例子多展示真實的圖片來説明學生理解細胞

分化和細胞的全能性是如何體現的。 

    利用多媒體課件，創設形象生動的教學氛圍，同時應用講述法、談話法、比

較法、指導讀書法等，引導學生觀察、探究、分析，歸納知識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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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準備】  

1.教學準備：學生上綱搜索相關資料。2.課件。 

【教學課時】 ：1課時 

【教學過程】  

內容 時

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設計意圖 

引 入 新

課 

2

分

鐘 

很多同學都愛看韓劇，韓劇

裡最經常出現的疾病是什

麼？ 

什麼方法治療白血病？ 

為什麼？ 

引出課題：細胞的分化。 

 

 

白血病 

骨髓移植 

 

情景設置

導入新課 

 

 

1. 分 化

的概念 

 

 

 

 

 

 

 

 

 

 

12 

分

鐘 

【課件演示】造血幹細胞的

分化 

 

造血幹細胞變成了哪些血細

胞？ 

 

回答： 

造血幹細胞變成了紅細胞、白細

胞、血小板等形態、結構、功能

不同的細胞。 

 

學生閱讀教材並觀察討論由造血

幹細胞產生的各種血細胞在形

態、結構和生理功能上的差異。 

回答： 

在個體發育中，由一個或一種細

 

 

 

 

採用生活

常見實例

通 俗 易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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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細胞分

化的意義 

 

 

3 細胞分

化的實質 

 

這些細胞有哪些不同？ 

 

 

細胞分化是指什麼？ 

 

 

播放網上“胎兒的發育”視

頻，展示了由一個受精卵細

胞發育成一個胎兒的全過程 

問：一個受精卵，如何形成

一個胎兒嗎？ 

細胞分化與細胞分裂相比，

它又有什麼的特點？ 

【課件演示】動植物個體發

育的過程。在個體發育過程

中，細胞為什麼要發生分

化？  

探討以下問題： 

① 細胞分化是否細胞中遺

胞增殖產生的後代在形態、結構

和生理功能上發生穩定性差異的

過程。 

 

 

 

 

觀察分析討論： 

分裂：細胞數目增多是量的變

化。 

分化：細胞種類增多，細胞形態

結構功能發生變化，是質的變

化。 

細胞分化後形成形態、結構、功

能不同的細胞，而且分化的細胞

具有持久性、穩定性、不可逆性。 

有了細胞的分化，才會形成不同

的細胞，進而形成不同的組織、

器官、人體，因而細胞的分化是

個體發育的基礎。 

引導學生根據教材內容討論分析

出： 

 

 

 

 

 

 

 

 

 

 

 

圖片、錄

影形象 直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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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物質發生改變？為什麼? 

② 同樣來自一個受精卵,且

每個細胞都攜帶有相同的遺

傳資訊 ,為什麼還會出現差

異? 

教師以紅細胞和肌細胞為例

進行講解。 

不同細胞中遺傳資訊的執行情況

不同，細胞在遺傳資訊控制下合

成特異性蛋白質——基因的選擇

性表達。 

過渡 1

分

鐘 

已高度分化的植物細胞，給

它一定的條件，還能分化成

一個完整的個體嗎？ 

  學生思考 創 設 情

境，引入

新課第二

部分。  

二、細胞

全能性 

 

植物細胞

的全能性 

 

 

 

 

 

 

 

 

 

10 

分

鐘 

我們來看看美國科學家斯圖

爾德 1958年所做的實驗——

胡蘿蔔的組織培養。 

提問： 

注意觀察胡蘿蔔組培過程示

意圖,誰能說說自己對這個過

程的理解？ 

請思考：取什麼部位的細

胞？ 

這些細胞是否完成分化？ 

高度分化韌皮部某些細胞分

   

生回答，學生之間相互糾正、補

充。 

 根的韌皮部某些細胞。 

 

已完成分化。 

 

 

以問題為

主線，通

過圖解引

導學生利 

用舊知識

推測和分

析問題，

從而解決

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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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後（示意圖），先發育成什

麼？ 

愈傷組織是一種未分化的細

胞，細胞排列疏鬆、無規則

的、高度液泡化的、無定型

狀態的薄壁細胞群。 

請注意：韌皮部細胞形成愈

傷組織，這是什麼過程？ 

愈傷組織經培養發育成什

麼？ 

由未分化的愈傷組織發育為

試管苗，這又是什麼過程？ 

其實，脫分化和再分化過程

需要培養基中的植物激素誘

導下才能發生和完成。這個

實驗表明什麼？為什麼？ 

    

提問： 

細胞的全能性，這種潛能一

定實現嗎？ 

怎樣才能實現？ 

當然除了要有離體的活細胞

 

愈傷組織。 

  

   

 

 

 

 

脫分化。 

試管苗。 

 再分化。 

 

 高度分化的植物細胞仍具有發育

成完整個體的潛力。 

細胞的全能性。 

植物細胞有全套遺傳物質。 

 

 

 不一定。 

離體。 

學生回答，學生之間相互糾正、

補充。 

 

課件展示

過 程 圖

片，直觀

教學，加

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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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條件，還有其他條件什

麼條件？ 

 

 

 

 總結細胞全能性實現的條件是：

離體活細胞、一定的營養物質、

激素、其他外界條件（光照、溫

度、pH、氣體、無菌環境等）。 

師生共建

新知。 

  

  

動物細胞

核的全能

性 

6 

分

鐘 

動物細胞核的全能性展示克

隆羊多利誕生了圖解。 

請注意示意圖的字母 A、B、

C，代表三隻母羊：A 羊乳腺

細胞的細胞核與 B 羊去核卵

細胞融合，重組細胞經過胚

胎培養，移植胚胎到代孕 C

羊，誕生了克隆羊多利。 

克隆羊多利像誰？ 

克隆羊的實驗表明什麼？ 

為什麼動物只有細胞核有全

能性？ 

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成功

將單個已分化的動物體細胞

培養成新的個體。 

    動植物細胞具有全能性的原

因是？ 

 

  

   

學生看圖，討論，結合以前知識

邊複習邊回答問題。 

A、B、C 羊角色，學生分 3 組扮

演。 

 高度分化的動物細胞只有細胞核

具有細胞的全能性。 

   細胞（核）具有全套的遺傳物質。 

受精卵全能性最高，幹細胞次

之。 

 

 

 

 

 

 

 

類 比 提

問。 

  課件展示

過 程 圖

片，角色

扮演，活

躍課堂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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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植物細胞（核）具有全能

性，它們的全能性有大小差

異嗎？怎樣的差異？ 

 

 

克隆人能不能實現？ 

為什麼？ 

 克隆人雖然在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它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和人類的倫理道德，所以不會實

現。但我們可以利用克隆技術來

克隆人的器官，以解決某些病人

的疾苦。  

 

 

三、幹細

胞的研究 

8

分

鐘 

提問： 

我們體內還有沒有可以分裂

和分化能力的細胞？ 

這些細胞有什麼用？ 

舉出骨髓移植的事例 

骨髓移植是什麼意思？有何

意義？ 

常見的幹細胞有哪些？ 

人體還有哪些幹細胞，研究

用途有哪些？ 

幹細胞是指一種未充分分

化、尚不成熟的細胞，分裂

能力強，具有再生各種組織

器官的潛在功能，醫學界稱

之為“萬用細胞”。 

學生閱讀，回答問題。 

  幹細胞。 

能分化成其他細胞。 

  

學生展示課前搜集資料  

 將幹細胞在體外培養出組織和器

官,解決器官移植治療疾病的難

題 

全能幹細胞、多能幹細胞、專能

幹細胞。 

利用新知，解決問題。 

拓展知識 

  

  

   

進行適當

的糾正、

引導，關

注人類的

健 康 問

題。 

   

昇華情感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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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稱為“萬用細胞”？

請舉例說明。 

總結 1

分

鐘 

下面我們請同學們小結一下

這節課內容提綱 

學生梳理知識點(略)。 

 

構建新知

框架 

【板書設計】 

第 2節   細胞的分化 

一、細胞的分化 

  1.概念： 

  2.特點：持久性、不可逆性、穩定性。 

  3.時間：整個生命進程，胚胎期達到最大限度。 

  4.意義： 

  5.機理：基因的選擇性表達。 

二、細胞的全能性 

  1.概念：指已經分化的細胞，仍然具有發育成完整個體的潛能。 

  2.基礎：細胞內含有該物種的所有遺傳信息。 

  3.類型：  

三、幹細胞 

  1.概念：動物和人體內具有分裂和分化能力的細胞。 

  2.類型：  

【課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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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分化》教學設計主要是採用問題引導式的探究教學模式，在各個教

學環節中,設計了一系列的問題,通過層層設問，引導學生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

究，既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求知欲望，又能使新知識有效整合到學生原有認知中,

逐個達成教學目標，充分體現了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 

但在教學實踐中發現，部分學生平時的知識積累有限，比如對白血病的瞭解

以及骨髓移植的原理所知有限，加上部分學生課前的上綱搜集材料沒做或簡單帶

過，影響他們討論和對問題的深入研究。還有學生最難理解的是細胞分化的實質， 

因為學生缺乏基因表達的知識作鋪墊，下次注意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加以理解。 

                  第 3節  細胞的衰老和凋亡  

【教材分析】 

《細胞的衰老和凋亡》是教材高一生物必修本第 6單元第 3節內容。在此之

前，學生們已經在第一節和第二節的學習中學習了細胞的增殖和分化, 細胞的分

裂、分化、衰老、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因此，細胞的衰老和凋亡是生命活動中必

不可少的過程。對於細胞衰老和凋亡的學習，能使學生對細胞的整個生命過程有

個完整的認識。同時細胞衰亡機制的研究與生物科技的發展息息相關。對細胞衰

亡知識的學習，有助於培養學生的科學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而細胞的衰老

及凋亡是細胞必須經過的階段，因此，本節內容在細胞的生命歷程中具有不容忽

視的重要的地位。 

【設計思想】 

 在本節課中我主要採用了“問題導學”課堂教學模式，力圖在課堂教學中

實現新課程所宣導的學習方式和教學行為，充分發揮教師“導”的作用，以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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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欲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合作學習的能力。同時，在教

學過程中滲透人文教育，力求引導學生關愛他人。 

【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描述細胞衰老的特徵；簡述細胞凋亡與細胞壞死的區別。 

 技能目標：通過搜集和分析與社會老齡化等相關問題資料，培養學生收集資訊

和  分析問題的能力。 

 情感目標：探討細胞的衰老和凋亡與人體健康的關係，關注老年人的健康狀況，

培養學生關愛老人、關注老齡化社會問題。 

 【教學重點】 

1.個體衰老與細胞衰老的關係，細胞衰老的特徵。 

2.細胞凋亡的含義。 

【 教學難點】 

細胞凋亡的含義以及與細胞壞死的區別。 

【教學策略】 

課前組織學生上綱搜索關於人體衰老、社會老齡化的相關問題。上課時可從

人體衰老的特徵入手，引出細胞衰老的特徵，借助多媒體輔助教學，化抽象為具

體，在此基礎上對比個體衰老與細胞衰老的區別，並討論如何延緩衰老，延長壽

命，關注社會老齡化的相關問題。 

細胞衰老的原因一直是科學家們研究的熱點和難點，至今有多種學說，學生

接受起來有一定難度，教科書處理為選學內容，因此教師簡單介紹給學生即可。

對於細胞凋亡知識，讓學生觀察青蛙發育過程和人的胚胎發育過程錄像圖片，在

閱讀課文的基礎上探討細胞的死亡。細胞的凋亡有兩種形式：（1）細胞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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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細胞凋亡。讓學生討論後彙報兩者死亡的區別、細胞凋亡的意義。並對學

生進行關愛他人、珍愛生命、關注社會問題的情感教育。 

【教學課時】1 課時。 

【教學準備】 

1、教師充分利用多媒體展示相關的生物圖片、視頻。 

2、學生收集相關的文字或圖片資料。 

【教學過程】 

內容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設計意圖 

導入 

 

1 分

鐘 

展示《童夢奇緣》圖片。劉德華飾演的人物

經歷使他懂得“生命是一個過程，可悲的是

它不能夠重來；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來! ” 

提問：個體的生命過程都包括哪些階段呢？ 

投影：年輕人與年老人照片。 

創設問題情境：與年輕的時候相比年老人體

有哪些表現？  

--出生、生長、衰老

和死亡。 

 

 

學生很容易回答出

白髮、皺紋等個體

衰老的特徵 

關注生活

激發好奇 

提 出

問題 

 

1 分

鐘 

為什麼人的身上會出現皺紋和白髮？ 產生疑問，產生探

究欲望 

 

進入問題

探究的第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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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今天課題細胞衰老 

過渡：  人體是由細胞構成的，那麼人體衰老的現象跟細胞有什麼關係呢？ 

一、細

胞 衰

老 的

特徵 

4 分

鐘 

提問：細胞會衰老嗎？ 

投影：細胞衰老的含義 

提問：細胞衰老的特徵都有什麼？ 

 

 

投影：細胞衰老特徵，並配以細胞衰老的

圖片，與健康細胞的對比圖片 

 

思考，總結 

衰老細胞的特徵 

一大：細胞核變大，

染色質收縮，染色加

深。一小：細胞內水

分減少，萎縮變小，

代謝速率減慢。

                

一多：細胞內色素逐

漸積累、增多 

   

兩低：膜的物質運輸

功能降低，有些酶的

活性隆低。 

引發思考驗

證思考內容 

增強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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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胞

衰 老

與 個

體 衰

老 的

關係 

 

 提問：年輕人體內有沒有衰老的細胞？ 

老年人體內有沒有年輕健康的細胞？ 

提問：細胞衰老與個體衰老有什麼關係

呢？ 

提問：老年人骨折後為什麼比年輕人恢復

慢的多？  

思考分析問題，回答

問題思考，討論回

答， 

舉例說明，強調對多

細胞個體而言，個體

衰老使細胞普遍衰

老的過程。比如，是

成骨細胞衰老的表

現等。 

 

啟發類比思

考總結思考

內容 

細 胞

衰 老

原因 

 

 

 

 介紹：近幾十年來，先後提出過多種假

說，目前為大家普遍接受的是自由基學說

和端粒學說。 

簡單介紹在細胞衰老的原因研究中科學

家們所提出的假說。 

投影： 

關於細胞衰老原因的兩種假說的圖片，並

配以解釋說明。 

瞭解相關知識 

學生閱讀教材 P122

相關問題 

拓展知識面 

社 會

老 齡

化 問

題 

 搜集到的相關資料投影展示出來，結合小

組搜集資料彙報：如何延緩人體衰老？   

教師總結： 

1、合理的飲食結構    

鼓 勵 學 生 各 抒 己

見，教師適當引導，

指出延緩衰老一方

面 依 賴 科 技 的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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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良好的生活習慣    

3、適宜的體育鍛煉    

4、樂觀的生活態度    

步，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自身的健康生

活習慣。 

 

 

二、細

胞 凋

亡 

 

 投影： 

利用多媒體出示人胚胎發育歷程的動畫、 

展示胎兒手和尾發育圖片引導學生自學。 

提問：什麼是細胞凋亡？ 

      細胞凋亡有什麼意義？ 

      細胞死亡的類型？ 

 

提問：如何區分細胞凋亡與細胞壞死？ 

    

觀察、討論、自學教

材—124 

細胞凋亡的內容，歸 

納總結出細胞凋亡

的概念、意義、比較

細胞凋亡與壞死的

區別。 

 

借助多媒體

變微觀為直

觀，便於學生

理解。 

通過自學培

養學生的自

學能力、分析

理解能力。 

三、細

胞 凋

亡 與

細 胞

死 亡

比較 

 項目 細胞的凋亡 細胞的壞死 

與基因的關係 是基因控制的 不受基因控制 

細胞膜的變化 內陷 破裂 

形態變化 細胞變圓與周圍細胞脫離 細胞外型不規則變化 

影響因素 溫和的刺激或藥物引起 電、熱、冷，機械傷害 

對機體的影響 對機體有利 對機體有害 
 

 

小結 

 引導學生回顧本節所學內容、構建知識體

系。（見板書設計） 

培養學生歸納總結能力，將所學知

識有機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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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設計】 

第 3節  細胞的衰老和凋亡 

一、個體的衰老與細胞衰老的關係 

       單細胞生物：細胞衰老＝個體衰老 

       多細胞生物：細胞衰老≠個體衰老，細胞時刻在更新 

二、細胞衰老的特徵 

三、細胞凋亡 

       1、概念： 

       2、特點： 

       3、原因： 

       4、意義： 

       5、與細胞壞死的區別： 

【課後反思】    

 本節課以“細胞衰老與個體衰老的關係－細胞衰老的特徵－細胞凋亡和

壞死”的知識教學為主線，出示了人體衰老和嬰兒的圖片，引導學生討論分析細

胞衰老的特徵，出示了老人圖片，以此化抽象為具體，將微觀的內容直觀化，説

明學生更好地理解這一重要知識點。細胞衰老的原因也通過多媒體展示兩種學

說，讓學生獲取感性認識。在學習細胞凋亡的時候，教師可以先讓學生明確細胞

凋亡是一個正常的生理過程，然後多舉一些細胞凋亡的實例，使學生一開始就有

初步認識，並對細胞凋亡的意義有個大概的瞭解。關於凋亡與壞死的區別，教師

要強調凋亡是正常的生理現象而且不引起炎症，而壞死是非正常的現象並能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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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 

    除了知識和能力目標外，還注重“關注老齡化問題、關愛老年人”等情感教

育。如：可採取哪些措施延緩衰老？由此引導學生關注人體健康、宣導健康的生

活方式。又如：怎樣關愛老人，讓學生回憶老人對我們的關愛和我們對老人的關

愛，引導學生感受別人的關愛同時去關愛別人，培養學生關愛他人、關注社會的

意識。 

第４節  細胞的癌變 

【教材分析】 

    “細胞的癌變”是新課標教材生物必修 1《分子與細胞》第六章第 4節的內

容。 

    本章的思路使學生瞭解細胞的完整生命歷程，同時瞭解細胞的癌變是細胞生

命歷程中出現的異常現象。癌症既是生物學熱點，又是醫學界與社會的熱點，因

此，本節課是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範例。 

【設計思想】 

授課對像是高中學生，他們關注名人，對生活中熟悉事物易接受；在知識

方面已具備一定的邏輯推理能力和細胞學知識，有利於本節課的開展。但學生不

能將生物學知識與現實生活相聯繫，很難使知識內化成指導他們健康生活的準

則，並在情感上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創情境、談話式、講故事及歸納法

等，變抽象為形象，並讓學生通過查資料、討論、等自主得出結論，以實現師生、

生生互動，使學生感受一堂難忘的生命教育課。 

【教學目標】 

    1.知識目標：描述癌細胞的特徵；舉例說出生活中常見的致癌因數；說出癌

http://www.5ykj.com/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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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治療方法。 

    2.能力目標：討論如何預防癌症；學會搜集並整理從書籍、報刊及網路等途

徑中查詢的相關資訊；擬定健康的生活方案。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關注癌症病人，增強社會責任感；形成健康生活的態

度；養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正確對待癌症。 

【教具準備】 多媒體平臺、各種關於癌的相關資料   

【教學方法】討論法、分析講解法    

【教學重難點】 

1. 教學重點：癌細胞的特徵、癌症的預防。 

2. 教學難點：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及其關係 

【教學課時】  1課時。 

【教材過程】 

內容 時間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設計意圖 

創 設

情 境

導 入

新課 

 

1 分

鐘 

導言：學習細胞的生命歷程使老師聯想到人的壽

命，人類沒有食物鏈上的天敵，卻有威脅生命的殺

手──疾病，威脅人類健康的四大“殺手”是什麼

呢？ 

 

   癌症的發生是因為什麼造成？引出本課題 

學生根據已有的

生活經驗進行推

測： 

    1.心血管病 

    2.癌症 

    3.愛滋病 

    4.糖尿病 

激發學生

對細胞癌

變 的 關

注。 

探 討

癌 細

 

5 分

提問：癌細胞與正常細胞有何不同？   

出示文字資料及癌細胞的病理圖片，給學生以直觀

 

學生探討得出癌

 

 

突出學生

http://www.5ykj.com/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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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的

特徵 

鐘 的認識。

 

 

引導學生利用教師提供的材料及上網搜集的知

識及自覺書本上的知識，總結癌細胞的主要特徵：   

1.惡性增殖的“不死的細胞”。 

2.形狀顯著改變的“變態的細胞。” 

3.黏著性降低的“擴散的細胞”（細胞膜的糖蛋

白等物質減少）。 

細胞主要特徵： 

1.惡性增殖的“不

死的細胞”； 

 2.形狀顯著改變

的“變態的細胞”； 

3.黏著性降低的

“擴散的細胞”（細

胞膜上的糖蛋白

等物質減少）。 

是學習的

主體。 

細 胞

癌 變

的 原

因 的

分析 

 

10

分鐘 

資料分析： 

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哪些做法會增加患癌的機會？ 

有哪些做法有利於預防癌症？ 

    討論“病從口入”用於癌症是否合適？ 

常見垃圾食物有哪些？ 

彙報吸煙與肺癌

是否相關的研究

結果。 

    學生根據課前

調查，尋找一些

致癌不良生活習

在活動中

體 驗 情

感：確定

以健康的

生活方式

預 防 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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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和飲食習慣。 

    分 析 致 癌 食

物，即發黴的、

薰制的、燒烤的

以及高脂肪的食

品中含有較高的

致癌物質，如黃

麴黴毒素、亞硝

酸鹽、苯並[α]

芘等。 

症。 

癌 變

的 機

理 

 

（一）外因——致癌因數 

物理致癌因數：主要指輻射，如紫外線，X 射線等。 

化學致癌因數：無機物如石棉、砷化合物等；有機

物如黃麴黴素、亞硝胺等。 

 

學生自學課本內

容並討論得出相

關結論。 

 

培養學生

總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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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致癌因數：如 ROUS 肉癌病毒。 

（二）內因——癌變的機理 

原癌基因：主要負責調節細胞週期，控制細胞生長

和分裂的過程。 

抑癌基因：主要是阻止組織細胞不正常的增殖。 

致癌基因→損傷細胞中的 DNA 分子→原癌基因、

抑癌基因突變→正常細胞生長、分裂失控→變成癌

細胞癌變是基因突變的累積效應。 

辯 論

癌 症

是 不

是

“ 不

治 之

症” 

 提出問題，引導辯論。 

    展望癌症診斷和治療的前景（細胞和基因水準

研究），堅定人類終將戰勝癌症的信心。 

根據課前癌症治

療搜查資料，學

生進行辯論。 

 總結治療方法和

副作用：手術切

除、化療、放療。 

討論早發現、早

診斷、早治療的

重要性 

落 實 科

學 、 技

術、社會

相互關係

的教育 

課 後

活動 

 佈置寫建議書 糾正家族的不良

生活（包括飲食）

習慣，給家庭成

員提出防癌的生

用以評估

情感目標

的達成情

況。 



                                                                           C029 高一生物《探

究細胞的生命歷程》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45 

活方式的建議。 

【板書設計】 

第四節  細胞的癌變 

一、癌細胞的特徵 

①能夠無限增值：“不死的細胞”； 

②形態結構變化：“變態的細胞”； 

③黏著性降低：“擴散的細胞”癌細胞表面糖蛋白減少，使得細胞之間的黏

著性減少，因此癌細胞容易在機體內分散和轉移。 

二、致癌因數 

⑴物理致癌因數：主要指輻射，如紫外線、X射線、電離輻射等。 

⑵化學致癌因數：無機物如石棉、砷化物、鉻化物、鎘化物等； 

有機物如黃麴黴素、亞硝胺、聯苯胺、烯環烴等。 

 ⑶病毒致癌因數：如 Rous肉瘤病毒等。 

三、致癌機理：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發生突變 

原癌基因：主要負責調節細胞週期，控制細胞生長和分裂的進程。 

    抑癌基因：主要是阻止組織細胞不正常的增殖 

四：癌症的預防與治療 

【課後反思】 

本案例因為課前進行了網上關於癌症的搜查，通過威脅人類生命的疾病導入

的。在學習本內容的過程中，學習所採用內容多聯繫生活實際，從生活中挖掘出

有探究價值的內容，培養學生善於觀察、善於思考的習慣。本內容的學習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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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放性，且形式多樣，有課前收集、提問、討論、思考與練習、閱讀、資料分

析、演講及課後思考等。 

從學生的討論及回答內容來看，有些學生對癌症依然比較恐懼，情緒比較悲

觀，說明學生對本內容還處於初步的認識階段，對癌症以預防為主這個知識點領

會得還不夠深刻。 

通過本內容的學習，學生瞭解了癌細胞的特徵和危害、致癌因數以及癌症的

治療與預防；培養學生收集資料、提出問題和應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使

學生能做到關愛癌症患者、關心社會和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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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本單元的教學設計，教學目標明確，教學環節完整，過渡自然；語言表達完

整、清晰、準確；能把握教材重難點；除注意邊講邊歸納邊舉例辨析，還注意課

堂小結與及時訓練鞏固，課效明顯；師生互動良好，教師能夠注意學生的學習情

況，照顧到差生，學習效果明顯。 

   試教也發現一些不足之處，雖然大部分學生還是有意願多做探究實驗，多上

綱搜集資料，但也有一些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因此認為用加分方式來鼓勵學生

進行探究式學習方式的訓練是有其必要的。同時還要注意各層次學生學習狀況，

合理安排小組成員及組長，互幫互助，提高學生參與率，相信會起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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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內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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