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二：绿色植物的生活 

教科书版本：苏教版生物学教材 

授课年级：七年级 

单元总课时：8课时 

设计者：戴玲 

执教者：戴玲 

单元学习主题 

1.主题名称 

绿色植物的生活 

2. 主题的解读 

（1）、主题确定的依据 

本主题属于《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第四个一级主题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另一个

重要课题。在“绿色植物的生活”这一主题下，学生会认识到植物的生存需要阳光、水、空

气和无机盐等条件，同时学习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这关乎植物生存的三大生命

活动。 

课程标准中相关教学指导思想和重要策略包括： 

 ①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探究活动，帮助学生形成以下重要概念。 

 ·植物的生存需要阳光、水、空气和无机盐等条件。 

 ·绿色植物能利用太阳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贮存了能量的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 

 ·在生物体内，细胞能通过分解糖类等获得能量，同时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植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参与生物圈的水循环；为动物提供栖息场所；保持

水土；为人类提供许多可利用的资源。 

 ②本主题课程下的实验比较多，教师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完成实验，而应利用实验训练学

生设计实验的技能。譬如可让学生先尝试设计实验方案，然后对照教材上的实验指导，找出自己

设计的实验的不足，各组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充分肯定学生在实验设计中的优点，尤其是有创新

意义的设计，鼓励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养成科学的实验态度和方法，以及缜密的科学

思维。 

 ③在实施课程过程中，教师还应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密切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引

导学生理解本课题下的重要概念和意义，如绿色植物的三大生命活动——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

蒸腾作用。与此同时，教师可指导学生利用各种渠道如书籍、网站等寻找教师留下的课前思考题，

由对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的理解，明确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发挥着较为重要

的作用，培养学生爱护绿色植物，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的美好感情。 

学生活动建议包括：  

     ·探究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探究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必须的原料。 

     ·探究光合作用产生了什么气体。 

     ·探究种子萌发过程中放出了什么气体。 

     ·调查生产中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有关措施。 

从学生角度分析，学生通过上一个学习主题，已经从根、茎、叶、花、果实、种子这

六大器官系统的认识了绿色植物，了解了绿色植物的生长发育，也初步感知了绿色植物作为

食物之源在生物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需要进一步认知的是：绿色植物正是通过它的生

命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能量，同时对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和水循环

发挥着重要作用。分布广泛的绿色植物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学习主题即

将展示绿色植物的“生活”，即绿色植物的各种生命活动。帮助学生形成以上认知。 



本主题名称的确立，联系到同为生物的绿色植物，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也需要营

养物质和能量的支持，因此安排了比较拟人化的主题名称。帮助学生从自身联系到绿色植物，

学生最熟悉的是自己的生活。但是绿色植物的营养方式和人类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相似和不

同，即可拉近学生和绿色植物的距离，又能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习的内驱力也就

有了。教师再从整体规划教材，设计教学，一定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主题确定和深度学习的关系 

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学生通过探究活动，阐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描述绿色植物的

呼吸作用，以及蒸腾作用。知道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条件、原料和产物等。在学习这些重

要概念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将光合作用的原料联系为绿色植物需要的物质，正如人的生活需

要营养，绿色植物需要哪些物质维持生存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更容易设置活动情景，

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维，产生深度学习。学生在本单元主题下将通过观察、探究、设计等学

习活动获取课程知识，能够培养学生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社会责任等生物学科

核心素养。 

在本单元学习主题下，将在第 2课时设置以“绿色植物需要水”的小课题学习。从根细

胞吸水和失水（水的吸收）       茎输送水（前一单元主题已学习过）        光合作用

（水的利用）       蒸腾作用（水的散失）这一系列水的吸收、利用、转化、散失的过程，

帮助学生理解植物作为生命体，水在其体内完整的流动过程。有助于学生建立整体观和生命

观。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二氧化碳或氧气的利用、转化等学习情景中。 

学习本单元后，学生将进一步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学会设计简单的对照实验，能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并尝试透过实验现象归纳总结生命现象及规律。学生能学会交流与分

享，通过小组分作学习形成团队合作精神。 

单元学习目标 

1.目标确定 

   本单元学习主题教学内容是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第 3 单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六、

七章内容。本单元学习主题主要内容是学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的知

识。它们作为绿色植物最重要的生理活动，正是绿色植物从外界环境获取物质，制造营养、

得到能量以及排出代谢废物的过程。通过本主题学习，学生能够理解植物生命活动的基本过

程和原理，运用这些生命活动原理分析、解释、解决生产生活中的某些实际问题，并从物质

循环和能量变化的角度阐明植物在生物圈中的重要地位。 

   本单元学习主题下的实验探究较多，或者让学生设计对照实验，学习控制唯一变量，或

者让学生动手操作，依据不同的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以及实验的可操作性等，设置不同的

学习活动。指导学生通过观察演示实验、设计探究实验、讨论实验设计步骤和细节等多种途

径，探究和认识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帮助学生认知绿色植物的生活，理

解物质和能量在植物体内利用和转化的过程。引导学生规范操作实验，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小组合作和沟通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2.学习目标 

根据上述分析，确定本单元学习目标如下： 

（1）围绕生命的基本特征：绿色植物需要物质和能量，同时排除代谢废物这一条线索， 

学习绿色植物自制有机物的过程，水和二氧化碳、氧气在植物体内完整的流动过程等。最终

完成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概念的学习。学生共情绿色植物和人类一样，同为命体，

需要物质能量，是生物圈中重要的成员。形成爱护植物，珍爱生命的观念。（生命观） 

（2）学习探究实验的设计，控制唯一变量。验证“植物的蒸腾作用”，验证叶片在植物蒸腾

作用中的作用，说明蒸腾作用的过程和意义；探究实验：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验

证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探究：碳氧平衡实验，绿色植物在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



氧气的平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探究） 

（3）动手实验：探究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淀粉，得出结论：绿色植物需要光；绿色

植物光合作用产物是淀粉，提高学生动手实验能力；探究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呼吸作用

需要氧气，知道二氧化碳能让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物质燃烧需要氧气，说明呼吸作用的实质

和意义，初步感知化学知识。演示实验：观察浓盐水和清水中的萝卜条，说明植物细胞失水

和吸水的原理；观察金鱼藻阳光下是否放出气泡，快要熄灭的卫生香伸进试管口内是否复燃，

验证植物在光下产生氧气；观察插入新鲜的绿豆种子和烫过的绿豆种子的温度计上的温度，

检验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放热。同时分析“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的具体步骤，锻炼学生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锻炼学生的交流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力。（科

学思维） 

（4）分组讨论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应用，提高学生搜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认同生

物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联系相关概念：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等，从

生物学的角度科学地认识植物在生物圈中的重要作用：绿色植物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

参与生物圈中的物质循环。认同人类需要珍爱生命，保护绿植，形成环保意识。（社会责任） 

单元学习活动 

本单元学习主题共需要 8 课时来完成。按照绿色植物对水、无机盐、二氧化碳等物质的

需求，植物如何获得营养和能量这一逻辑线展开，认知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

用。结合学生生活经验，通过实例分析，关注植物生命活动的原理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本单元 8 课时的学习活动框架如图所示。 

 

 

 

 

 

 

 

 

 

 

 

 

 

 

 

 

 

 

 

 

 

第 8 课时 

 

第 1 课时，开篇光合作用的发现。分析、讨论范海尔蒙特和普利斯特莱的实验，说明水

是光合作用的原料和在光照下，蜡烛燃烧和动物呼吸排出的二氧化碳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

开篇：光合作用的发现 

植物需要的营养 1：水和无机盐 

 

植物需要的营养 2：二氧化碳和 

产物 1：氧气 

 

植物需要光和产物 2：淀粉 

植物的能量来源：呼吸作用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应

用 

第 1 课时 

植 

物 
的 

生 

活 

第 2、3 课时 

第 4 课时 

第 5 课时 

第 6 课时 

第 7 课时 

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用 



原料，氧气是光合作用的产物。本课时既讨论光合作用的发现，引导学生说出有关实验目的、

实验条件、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又是绿色植物如何获得营养的开篇，尝试说出绿色植物光

合作用的过程，为后续学习作准备。 

第 2、3 课时，植物需要的营养 1，水和无机盐。围绕绿色植物和人类一样需要营养维

持生命，从学生最熟悉的“水”开始植物的营养之路。以“绿色植物需要水”为小课题，主

要进行科学探究：根细胞吸水和失水（水的吸收），蒸腾作用（水的散失）；再联系茎输送水、

光合作用的原料，串联起水在植物体内的吸收、利用、转化、散失的完整过程。无机盐和水

的吸收、运输等生理过程一致，在同一课时内学习完。 

第 4 课时，植物需要的营养 2，二氧化碳和产物 1，氧气。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另一

个重要原料。本课时围绕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产生氧气的内容展开。重点引导学生设计对照

实验，控制唯一变量“二氧化碳”展开，锻炼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通过演示实验：植物在

光下产生氧气，学生掌握不同物质不同的检测方法，感知探究实验不同的设计原理。 

第 5 课时，植物需要：光和产物 2：淀粉。讨论、交流探究实验：检验绿叶在光下制造

有机物——淀粉。并且操作实验，增强实验操作能力和观察能力。得出结论：光是绿色植物

制造有机物不可缺少的条件；淀粉是光合作用的产物。本课时将总结光合作用的实质，建立

公式，绿色植物自制有机物的过程。 

第 6 课时，植物的能量来源：呼吸作用。任何生物的生命活动需要能量。绿色植物通过

自制有机质，获得生命活动需要的能量。能量如何释放出来？分析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

消耗氧气的实验。形成呼吸作用的公式，理解呼吸作用的实质，说出呼吸作用的意义。 

第 7 课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原理的应用。引导学生举例说出二氧化碳、温度和氧气

提高农作物产量；举例说出温度、氧气和植物器官含水量影响呼吸作用和果蔬保鲜。培养学

生调查访问、搜集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认同生物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第 8 课时，结尾：绿色植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联系相关概念：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蒸腾作用等，从生物学的角度科学地认识植物在生物圈中的重要作用，形成环保意识：绿色

植物为所有生物提供生命活动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维持大气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平衡；参与

生物圈的水循环。 

本单元学习主题每个课时的具体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和学习资源的整体安排

如下。 

     

表 1 本单元学习主题每个课时的整体安排 

课时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资源 

1 开篇：

光 合作

用 的发

现 

·说明发现光合作

用的经典实验。 

·说出绿色植物光

合作用的过程。 

·概括出植物在生

活过程中需要哪

些物质。 

 

光合作用发现

史：范海尔蒙特

和普利斯特莱的

实验。 

光合作用的过

程：绿色植物能

通过光合作用在

体内积累有机

物。 

绿色植物的生活

需要水、二氧化

碳、阳光等。 

1.描述范海尔蒙特的实
验过程，说明科学家当时
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假
设，实验开展和实验结
论。水是光合作用的原
料。 
2.讨论普利斯特莱的实
验，交流得出：在光照下，
蜡烛燃烧和动物呼吸排
出的二氧化碳是绿色植
物光合作用的原料，氧气
是光合作用的产物。 
3.总结：认同植物光合作
能制造有机物，转换能
量。得出绿色植物的生活
需要水、二氧化碳、阳光
等。 

光合作用发现

史的资料。 

范海尔蒙特和

普利斯特莱的

实验图片。 



课时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资源 

2 植 物

需 要的

营养 1：

水 和无

机盐 

（2 课时） 

举例说明水和无

机盐对植物生长

的重要作用。 

说明植物细胞失

水和吸水的原因。 

通过实验设计，验

证植物的蒸腾作

用，说出蒸腾作用

的意义。 

植物对水分的利

用。 

植物对水分的吸

收和运输。 

植物的蒸腾作用

及意义。 

植物生长需要的

主要无机盐及其

作用。 

 

分析资料，讨论交流植

物对水的利用：水是植

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了细胞新陈代谢过

程；促进了无机盐的吸

收和运输；保持植物的

形态和植物正常的体

温。 

准备探究实验：观察浓

盐水和清水中的萝卜

条，说明植物细胞失水

和吸水的原理。 

设计实验，通过 2 盆相

同的植物，控制有无叶

片这个变量，验证叶片

在植物蒸腾作用中的作

用，说明蒸腾作用的过

程和意义。 

探究玉米幼苗在蒸馏水

和土壤浸出液中的生长

状况，说明植物生长需

要无机盐（氮、磷、钾）。 

 

 

 

 

  

新鲜萝卜、食

盐、清水、烧

杯、刀；2 盆相

同的绿植、塑

料袋等。 

植物对水分利

用的资料，水

循环图片，PPT

等。 

玉米幼苗、蒸

馏水、土壤浸

出液等。 

3 植 物

需 要的

营养 2：

二 氧化

碳 和产

物 1：氧

气 

 

设计对照实验，检

验二氧化碳是光

合作用的必须原

料。 

探究光合作用产

生氧气。 

培养实验能力、观

察能力和思维能

力。 

探究实验：植物

的光合作用需要

二氧化碳。 

演示实验：植物

在光下产生氧

气。 

利用天竺葵和 25%的氢

氧化钠溶液、锥形瓶、橡

皮塞等器材设计对照实

验，控制变量二氧化碳。 

学生采用滴加碘液鉴定

淀粉的方法，检测实验

叶片，验证植物的光合

作用需要二氧化碳。 

观察老师的演示实验：

装置里的金鱼藻阳光下

是否放出气泡；快要熄

灭的卫生香伸进试管口

内是否复燃。讨论光合

作用产生了氧气。 

 

 

 

 

 

 

两 组 实 验 器

材： 

天竺葵、锥形

瓶、烧杯、三脚

架、橡皮塞、酒

精、碘液、25%

的氢氧化钠溶

液；以及金鱼

藻、大烧杯、试

管、漏斗等。 



课时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资源 

5 植物

的能量

来源：

呼吸作

用 

分析呼吸作用产

生二氧化碳的实

验。 

分析呼吸作用需

要氧气的实验。 

通过公式，理解呼

吸作用的实质，说

出呼吸作用的意

义。 

培养学生分析实

验现象，得出实验

结果，设计简单实

验的能力。 

 

探究实验 1：种

子萌发过程中放

出了什么气体？ 

探究实验 2：植

物的呼吸作用需

要氧气。 

演示实验：呼吸

作用放热。 

建立呼吸作用的

公式：说出呼吸

作用为生命活动

提供能量。 

 

讨论：1.怎样才能检测

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

2.怎样才能检测氧气含

量的变化？ 

实施实验1：挤压提前一

天准备的分别装有100g

新鲜和烫过的蔬菜的黑

色塑料袋，软管插入盛

有澄清石灰水的锥形瓶

中，观察：澄清石灰水发

生了什么变化？讨论：

种子在萌发过程中产生

了什么气体？ 

实施实验2：将燃烧的小

棒分别伸入 3 个装有新

鲜的蔬菜、烫过的蔬菜、

空的锥形瓶中，观察现

象。讨论:本实验说明了

什么？ 

观察演示实验：插入新

鲜的绿豆种子和烫过的

绿豆种子的温度计上的

温度。 

书写呼吸作用的公式，

理解呼吸作用为生命活

动提供能量。 

实验 1:两个黑

色塑料袋、软

管、新鲜和烫

过的蔬菜、2个

锥形瓶、澄清

石灰水等。 

实验 2:三个锥

形瓶、新鲜和

烫过的蔬菜，

燃烧的小木棒

等。 

演示实验3：两

个锥形瓶、新

鲜和烫过的绿

豆种子、温度

计等。 

PPT 课件。 

6 光合

作用和

呼吸作

用原理

的应用 

举例说出二氧化

碳、温度和氧气提

高农作物产量。 

举例说出温度、氧

气和植物器官含

水量影响呼吸作

用和果蔬保鲜。培

养学生调查访问、

搜集和整理信息

的能力；认同生物

学知识在生产实

践中的重要作用。 

分析教科书中二

氧化碳调控系统

自动控制的原

理，结合光合作

用的过程，分析

气肥法提高农业

产量的原理，和

具体提高二氧化

碳浓度的措施。 

通过讨论反季节

蔬菜的来源、种

子贮存和水果贮

存等日常生活中

的实例说明温

度、氧气和植物

器官含水量影响

农作物生长和果

蔬保鲜的原理。 

反季节蔬菜调查组：介

绍塑料大棚的功能。讨

论：光合作用对温度的

要求？ 

现代温室调查组：找出

现代化温室和农业大棚

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讨

论：提高二氧化碳浓度

的方法有哪些？ 

种子贮存调查组：介绍

粮食贮藏方法和粮仓的

特点。讨论：为什么贮藏

种子不需要完成密封？ 

贮藏水果调查组：介绍

果农贮藏水果的方法，

总结低温、少氧、适当的

水分贮藏水果。讨论：说

说为什么新疆的葡萄干

比内地的葡萄干甜？ 

 

PPT课件，温室

中的调控系统

示意图、立体

农业图片等相

关资料。 



课时 学习目标 学习内容 学习活动 学习资源 

7 绿色

植物在

生物圈

中的作

用 

联系相关概念：光

合作用、呼吸作

用、蒸腾作用等，

从生物学的角度

科学地认识植物

在生物圈中的重

要作用，形成环保

意识。 

绿色植物为所有

生物提供生命活

动需要的物质和

能量。 

绿色植物维持大

气中二氧化碳和

氧气的平衡。 

绿色植物与生物

圈水循环的关

系。 

 

探究：碳氧平衡实验。依

据老师提供的材料用

具，设计实验并实施实

验。分别记录黑暗处和

阳光下，玻璃钟罩内蜡

烛单独燃烧和绿色植物

一起燃烧的时间。分析

结果，得出结论。 

观察图 7-5 生物圈水循

环示意图，以“一滴水”

的旅行为话题，说说水

是如何在生物圈循环

的。 

表达：就人类破坏性活

动引起的环境问题提出

合理化建议。 

实验材料：玻

璃钟罩、洗脸

盆、清水、蜡

烛、小型绿植、

计时器等。 

PPT课件，生物

圈水循环示意

图。 

  

持续性评价 

                               

本单元学习主题的持续性评价方案 

序号 评价目标 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1 开篇：

光合作用

的发现 

识图讨论，光合

作用原理的发

现过程。 

学生观察光合

作用的发现实

验图片，能否

准确描述图中

实验内容的准

确性。 

能否说明实验

方法和说出实

验结论。 

能否总结光合

作用的过程；

概括绿色植物

在生活过程中

需要的物质。 

 

（1）不能观察图片，准确描

述出实验内容；不能说出各

实验方法和得出实验可能的

结论。 

（2）能观察图片，描述实验

内容；能说出各实验方法和

得出实验可能的结论。无法

总结光合作用的主要过程，

不能概括绿色植物在生活过

程中需要的物质。 

（3）能观察图片，准确描述

实验内容；能准确说出各实

验方法和得出实验可能的结

论。能总结光合作用的主要

过程，能概括绿色植物在生

活过程中需要的物质。 

 

 

 

 

 

课堂观察、

倾听、提问。 



序号 评价目标 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2 植物的

营养 1：

水和无机

盐 

（ 2 课

时） 

设计实验，完成

外界溶液浓度

影响根细胞吸

水实验和植物

蒸腾作用实验。 

说明水在绿色

植物体内的利

用过程。 

能否说明细胞

吸水和失水的

原因。 

能否说出根尖

吸水的主要部

位。 

能否完成外界

溶液浓度影响

根细胞吸水实

验。 

能否通过实验

验证绿色植物

的蒸腾作用。 

能否说明水在

绿色植物体内

的利用过程。 

（1）不能顺利完成根细胞

吸水实验，不能理解根细胞

吸水和失水的原因。无法设

计实验验证绿色植物的蒸腾

作用。不能说明水在绿色植

物体内的利用过程。 

（2）能顺利完成根细胞吸

水实验，能理解根细胞吸水

和失水的原因。能设计实验

验证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

无法独立思考，串联水在绿

色植物体内的利用过程。 

（3）能顺利完成根细胞吸

水实验，能理解根细胞吸水

和失水的原因。能设计实验

验证绿色植物的蒸腾作用。

能独立思考，准确说出水在

绿色植物体内的利用过程。 

实作评价、 

学生展示汇

报。 

3 植物的

营养 2：

二氧化碳

和产物

1：氧气 

 

在制定研究方

案时，能设置单

一变量的对照

实验。 

关注学生在探

究活动中是否

能够设置单一

变量的对照实

验。 

（1）实验方案与实验过程

均未注意单一变量的设置，

对实验目的不清楚。 

（2）实验方案与实验过程

均体现出单一变量的设置，

实验目标清晰，能较好地完

成小组合作探究，完成实验。 

（3）能设置单一变量并较

好地组织小组合作探究，实

验操作准确规范，能分析实

验现象，得出实验结论。 

课堂观察、

提问、学生

的 实 验 报

单。 

 

4 植物需

要：光 

和 产 物

2：淀粉 

理解对照实验

的设置、控制单

一变量的过程。

概括、总结、书

写光合作用公

式。 

 

能否控制单一

变量—光；验

证实验结果—

淀粉；在得出

实验结论的基

础上，建立光

合 作 用 的 公

式。 

（1）不能依据实验目的，理

解实验方案和实验过程；无

法书写光合作用的公式，理

解光合作用的过程。 

（2）能较好的说出实验过

程中每个步骤的目的，理解

单一变量的控制；能比较顺

利的完成实验，验证产物—

淀粉。 

（3）能准确的表述实验过

程中每个步骤的目的，理解

单一变量的控制；实验操作

准确规范；在实验结论的基

础上，准确书写出光合作用

的公式。 

课堂观察，

倾听、提问。

学生的实际

操作。 



序号 评价目标 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5 植物的

能 量 来

源：呼吸

作用 

分析呼吸作用

的实验。 

建立呼吸作用

的公式，说出呼

作用的实质和

意义。 

能否按照实验

操作的规范要

求完成实验，

并达到预期效

果；能否分析

出植物在呼吸

作用过程中产

生二氧化碳，

同 时 消 耗 氧

气。 

能否建立呼吸

作用的公式，

说出呼吸作用

的 实 质 和 意

义。 

能否积极主动

地参与小组实

验，与小组同

学密切配合。 

（1）不能规范操作实验，出

现预期效果；不能积极主动

参与小组实验，与小组同学

密切配合。不能分析实验结

果，得出实验结论。说出呼

吸作用的实质和意义。 

（2）能较好的完成实验，出

现预期效果；能主动参与小

组实验，与小组同学配合，

但无法较好的分析实验结

果，得出实验结论。无法准

备表述呼吸作用的实质和意

义。 

（3）能规范操作实验，准确

得出实验结果；能积极主动

参与小组实验，并积极的与

小组同学密切配合；能准备

分析实验结果，得出实验结

论；准确建立呼吸作用的公

式，说出呼吸作用的实质和

意义。 

课堂观察、

提问、学生

的实验报告

单。 

6 光合作

用和呼吸

作用原理

的应用 

说明光合作用

和呼吸作用原

理在生产实践

中的应用。 

能否说出气肥

法提高农业产

量的原理； 

能 否 说 出 温

度、氧气和植

物器官含水量

影响农作物的

呼吸作用； 

能否说出果蔬

保鲜的方法。 

（1）不能通过调查获得有用

的资料；不能通过搜集和分

析资料信息，完成本小组的

学习任务和准确表达观点；

无法分析教科书中的图 6-

13 的工作原理。 

（2）能较好的通过调查获得

有用的资料，能通过搜集和

分析资料信息，较好的完成

本小组的学习任务和笼统的

表达出一些观点；能分析教

科书中的图 6-13 的工作原

理。 

（3）能通过调查准确获得有

用的资料；能通过搜集和分

析资料信息，出色的完成本

小组的学习任务和系统的输

出观点。能准确分析教科书

中的图 6-13的工作原理。 

 

 

 

课堂观察、

提问、倾听。 



序号 评价目标 评价任务 评价标准 评价方式 

7 绿色植

物在生物

圈中的作

用 

理解绿色植物

和碳循环、氧循

环、水循环的关

系。 

能否准确设计

对照实验，并

实施实验得出

实验结论。 

能否联系相关

概念：光合作

用、呼吸作用、

蒸腾作用，说

出绿色植物在

物质循环中的

作用。 

能否形成强烈

的环境保护意

识，并对环境

问题提出合理

化建议。 

（1）无法设计出对照实验，

对实验目的不清楚；无法联

系绿色植物的生理活动，说

出植物在物质循环中的作

用。零散的提出一些保护环

境的建议。 

（2）在教师引导下，能设计

出对照实验，并实施实验，

得出实验结论；能大致说出

绿色植物和物质循环的关

系，但无法直接联系到绿色

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

和蒸腾作用。能提出比较合

理化的环保建议。 

（3）能准确设计出对照实

验，并实施实验，得出实验

结论；能准确联系绿色植物

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

腾作用，完整的说出生物圈

中的物质循环和绿色植物在

其中的作用。能切实提出可

行的合理的环保建议。 

 

 

 

 

 

 

 

 

 

 

 

 

 

 

 

 

 

 

 

 

 

 



重要的评价工具 

“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的实验报告 

 

《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实验报告 

学校            班级            姓名            时间             

一、 知识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植物需要的营养 1：水和无机盐；植物需要的营养 2：二氧化碳；产物

1：氧气。本实验的目的是在前面所学知识的基础上，验证植物光合作用的条件：光；以及

光合作用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淀粉。并将光合作用完成的公式表达出来。 

 

二、 活动方案 

（一）目的要求： 

设计对照实验，控制变量——光。实施实验，检验产物——淀粉。通过实验，说明绿叶

在光下能够产生淀粉。书写光合作用的公式。 

（二）材料用具： 

盆栽天竺葵、黑纸片、曲别针、酒精、碘液、小烧杯、大烧杯、培养皿、酒精灯、三脚

架、石棉网、镊子、火柴、清水等。 

（三）制订并实施计划： 

1.提出问题：                                                                  

2.作出假设：                                                                 

 

3.制订和实施计划： 

（1）分组，四人一小组，讨论如何控制变量“光”。（写出或画出实验方案） 并和课本

控制变量“光”的方法进行比较。 

 

 

 

 

（2）观察并参考课本图 6-7 进行实验，检验有无淀粉产生。 

     叶片遮光部分，遇到碘液                      。 

     叶片未遮光部分，遇到碘液                    。 

 

 

4.得出结论：                                                             

5.表达和交流： 

（1）为什么要把天竺葵提前放在黑暗处（或用黑色塑料袋罩上）一昼夜？ 

 

（2）为什么要用黑纸片把叶片的一部分盖起来？ 

 

（3）根据滴加碘液后叶片颜色的变化，能够判断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物是什

么吗？ 

 

（4）根据光合作用需要的原料、条件和制造的产物，书写光合作用的公式。 

 



教师反思 

“绿色植物的生活”单元学习主题涵盖了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这

几个重要的绿色植物的生命活动。涉及的生物学概念较为抽象，但也在生活中有迹可循。教

师试图从“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必须从外界不断地获得物质和能量……”这一生物的生命现

象入手，引导学生发现，绿色植物作为生命体也需要不断的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但是植

物获得物质和能量的方式与人类不同。这种相似性与不同性，最大程度引起学生注意，进入

主题学习。课时安排上对第六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教学内容作了调整，

按照植物需要的营养 1 水和无机盐，营养 2二氧化然；产物 1氧气，产物 2淀粉（在这个学

习过程中总结光合作用的实质）；植物的能量来源于呼吸作用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始终让

学生处于植物如何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探索中，自然完成对绿色植物三大生理活动的学习，又

拉近了学生与绿色植物的距离，形成爱护植物的情感价值观。 

1.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是厘清教学内容逻辑顺序的基础。学生能够明白

生物体需要物质和能量才能延续生命，于是教师梳理出了这样一条教学逻辑思路。在学习本

单元主题的时候生已经在前一个单元主题中对植物体器官的结构和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和

了解，对学习本单元主题内容有很重要的作用，师在其中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迁移和构建。

“绿色植物需要水”的小课题学习中，从根细胞吸水和失水、茎输送水、光合作用利用水、

蒸腾作用散失水串联出了水在植物体内吸收、利用、转化、散失的过程，这里需要学生调动

出茎的结构和功能知识，这是水从根能够到达叶片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大部分学生在老师

的提示下，能够完成知识的迁移和构建，从整体观的生命角度看待绿色植物的生理活动，不

同的结构执行不同的功能，却又紧密联系，统一于植物这个整体中。在后期学习光合作用的

过程中，学生自然也会联想绿色植物需要的二氧化碳是如何进入植物，并如何运输的？努力

让学生从过去碎片化的知识学习转向聚焦知识的本质性概念，在这样的知识建构中，思维走

向深度和广度。  

本单元主题的探究活动较多，基于深度学习理论，依据不同的学习目标和课时内容，或

安排了科学探究，控制单一变量，设置对照实验；或安排了演示实验，以帮助学生在丰富的

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理解较为抽象的知识。学生对生物学实验的积极性较高，参与度较好，基

本能够达到预期的实验效果，并且能够围绕实验过程和实验结果展开讨论和交流。 

2.在本单元各类科学探究活动中，需要学生对实验操作和实验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学

生能否在特定的实验情境或现象中，应用生物学知识，对“为什么”、“怎么样”做出准确的

回答。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的是学生思维逻辑的严谨性。从上课情况看，对于七年级上半学期

的学生来说是个难点，首先，学生的生物学实验的经验尚不充足；本单元主题的探究实践活

动本身就是构建新知识的过程，在概念尚未形成的时候，解释起来难度增加。在为学生提供

必要的信息支撑后，部分学生在进行实验原理的解释时表现良好，部分学生尚未养成科学、

严谨的思维习惯，或者受语言表达能力所限变现欠佳；另有小部分学生没能厘清概念与概念

之间、概念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可见学生之间的差异较明显。总之，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

学习情境中遇到的问题，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概念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