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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演示技能可以将复杂的逻辑概念和抽象的原理方法变得更加直观,生动,新奇；有效的帮助学生学习新知,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等能力。本文以“自由水结合水的概念教学”为例,来探索演示技能在生物课堂上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 演示技能；生物课堂；自由水结合水 

 

演示技能是教师进行实际表演和示范操作,运用实物,样品,标本,模

型,图画,图表,幻灯片,影像和录像带提供直观材料,以及指导学生进行观

察,分析和归纳的方式。
[1]
课堂演示能展示事物及其发展的过程,帮助学生

认识、理解和记忆知识,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直观化。直观形象的演示

能刺激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右脑半球的发展,提高记忆效率。
[2]
正确良

好的演示技能可以有效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吸引学生产生

学习兴趣,培养良好学习动机,营造积极活跃的课堂学习氛围。 

1 设计理念 

下面以“自由水结合水的概念”为例,进行教学设计,本节课注重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教师通过声像法和展示法等演示技能,让学

生观察并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最终达到教学

目的。基本教学思路如图1所示。 

基本思路                 学生活动 

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感叹还魂草强大的生命力,产生疑问和

兴趣。 

                        

动手操作,总结特征 学生亲身实验体会新鲜玉米和干玉米种

子的含水量差异,总结出自由水和结合水的特征和作用。 

                                       

回扣开篇,解决疑问 回扣开篇探索还魂草复活问题,引导学

生思考自由水和结合水之间是否能相互转换。 

                                       

感情升华,结束新课 从还魂草遇水复活这一生命现象,倡议

学生节约用水,形成“水是生命之源”的正确生命观念。 

图1  设计思路 

2 教学设计 

2.1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选自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1第二章第五节,是本章最后一节

内容。水是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生物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

《细胞中的水》是学生在掌握了细胞中的各种元素和有机化合物后,进一

步学习细胞中的无机化合物——水,主要阐述了水在细胞中有两种存在形

式,这两种形式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体现水之于生命活动有重要的作用,

也为之后学习生物稳态与内环境打下知识基础。 

2.2学情分析 

通过对本章前面几节知识的学习,学生对构成细胞的各物质有了一定

的了解,已经掌握水是细胞中相对含量最高的无机化合物,但尚不知道水

在细胞中的具体存在形式。高一年级学生经过初中生物的学习具备一定的

细胞学基础知识和生理常识,但还不足以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解释日常生

活中的生命现象,缺乏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教师在训练学生

理性思维的同时应当充分引导学生用生物学知识解释生活现象,引导学生

在实际生活中发现生物学知识。 

2.3教学目标 

生命观念：辨别水的两种存在形式,认识到水之于生命体的重要作用,

体会生命观念中的稳态与平衡观；科学思维：通过分析课堂上的小实验归

纳得到自由水和结合水的相互关系,增强实物观察和实验分析能力。科学

探究：认识到实验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实验分析是关键而严谨的

科学探究环节；社会责任：认同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

不开水,从而自主形成自觉爱护水资源的环保意识。 

2.4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水在细胞中的两种存在形式和水之于生命体的重要作

用；教学难点：了解结合水和自由水的特征,认识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会

相互转化。 

2.5教学过程 

2.5.1环节一：设置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向学生讲述有一种被叫做“还魂草”的植物就算干枯数十年,只

要遇到水源,依然能发芽生长并播种,同时向学生播放干枯还魂草遇水后

变绿发芽并生长播种的记录视频,展示还魂草神奇的“复活”现象,抓住同

学的猎奇心理,并引出问题：还魂草遇水后是怎样的“复活”的、水为何

就能让还魂草复活呢,从而导入新课。 

设计意图：教师利用讲解和视频演示“还魂草”复活的情境,吸引

学生注意并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带着问题更快地进入学

习状态。 

2.5.2环节二：动手操作,总金额特征 

2.5.2.1新课展开,实物体验观察 

教师讲解水在细胞的各种化学成分中含量最高,举例：如新鲜的玉米

含水量在20%以上,同时拿出新鲜玉米,让学生按压新鲜玉米感受玉米中水

含量。在学生操作的同时,教师讲解能被轻松挤压出的水我们将之称为自

由水,引导学生结合实物自主总结出自由水的特征,如它可以自由流动,以

游离的形式存在等。当学生想到自由水可以自由游动,教师接着发问：自

由流动的水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继而引导学生得出流动的自由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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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运输也可以作为良好的溶剂。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的动手参与,亲自体验感受自由水在植物体内的

含量,让学生意识到一些简单的生物学现象就蕴藏在日常生活中,既锻炼

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总结出自由水的特点和

作用。 

2.5.2.2继续深入,对比引发疑问 

教师继续分发给学生干的玉米种子,并提问：干玉米种子还能挤压出

大量的水分吗？让学生以同样的方式按压干玉米种子,学生发现干玉米种

子不能轻松按压出水分,并在此时提出疑问“难道干玉米种子中完全没有

水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种下的干玉米种子却能够萌发出小玉米苗呢？” 

设计意图：教师继续抛出的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拓

展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推理能力,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2.5.2.3实验探究,引导总结归纳 

为了引导学生解决之前提到的问题,在课堂现场用酒精灯、试管、试

管架等实验仪器对干玉米进行烘烤实验。将干玉米种子放入试管夹夹好的

试管中,点燃酒精灯对试管进行烘烤,在操作的同时提醒同学们实验注意

事项,言语引导学生掌握规范实验操作,学生带着好奇仔细观摩实验过程。

实验结束后,让同学们观察实验结果并描述出试管内壁出现少量水珠,发

现干玉米种子其实也含有一定水分,向学生讲解蒸发出的水分绝大多数为

结合水。让学生对比自由水特征归纳总结出结合水的特征,如：结合水不

能自由流动等,对比学习自由水和结合水的特征。结合水在生物体内常与

蛋白质、多糖等有机物结合,从而失去了流动性。所以结合水不参与运输

也不能作为溶剂,结合水是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 

设计意图：高一年级学生还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生物学实验,实验演

示可以使学生学习简单的生物实验操作,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对比总结,

提高分析归纳的能力,巩固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让学生意识到通过实

验将微观问题转换为宏观现象是生物学学习的重要方法。 

2.6环节三：回扣开篇,解决疑问 

在学生了解了自由水和结合水之后,教师提出开篇所提到的问题：还

魂草为什么能“复活”呢？还魂草的“复活”和干玉米种子的萌发相似吗？

引导学生运用刚刚所学的知识思考该问题。学生会认为,看似干枯的“还

魂草”其实和干玉米种子一样含有结合水并没有死,当它遇到水源吸收了

充足的水分体内自由水含量增加,自由水和结合水的比例达到平衡又恢复

了生机。教师给予肯定的评价并总结道：还魂草复活和干玉米种子萌发的

生物学原理确实是一样的,当还魂草遇到水源吸体内自由水含量增加,促

进新陈代谢得以萌发。教师留下课后思考,自由水和结合水都是水,他们在

体内可以相互转化吗？如果可以,它们在什么条件下相互转化呢？ 

设计意图：能够学以致用,利用所学知识回答开篇问题,解释自然界中

的生命现象,增强学生解决问题并熟练运用新知的能力。 

2.7环节四：感情升华,结束新课 

教师结语：种子如果缺水将不再萌发,人体如果不喝水就会重度脱水

而导致死亡。自由水和结合水如此重要,都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成

分,共同给予生物生命力,用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据统计全世界每

年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亡的儿童就有5000万人!水资源污染和水资源匮

乏都会影响人类生存,所以我们有必要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节约每

一滴水。 

设计意图：通过升华课程,拓展延伸,学生由此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保护

水资源的重要性,树立热爱水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 

3 教学反思 

一堂课选择什么样的演示类型,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来决定,

适宜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对于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内容是十分有

效的。
[3]
本节课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演示技能,教师使用声像法演示还魂

草“复活”的震撼视频；使用展示法向学生演示干玉米种子能烤出水的实

验；使用实验分析法对比分析自由水和结合水特征。整个教学过程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学生自主操作主动思考使课堂氛围更加活跃,摆脱了传统的讲授

式课堂由教师一味地灌输式教学,有效实现了中学生生物科学核心素养的

培养。 

本节课的重点是要学生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难点是让学生掌握

自由水和结合水的特征、作用和相互关系,同时为之后内环境稳态与平

衡的学习打下基础。本节课即突出重点又突破难点,着重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表达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利用生活中自然的现象与生物学相

联系,激发学生对生物学问题探讨的兴趣,同时培养学生珍惜资源保护

环境的意识,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念。结课时,为学生留下课后探究问题,

即丰富了学生的课后生活又进一步深化了课程内容,课堂教学有效性高,

顺利完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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