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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操作教学设计

阳江市共青湖学校 陆雅芝

教学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观察种子的结构 授课类型 创新实验探究课

授课老师 陆雅芝 授课时数 1课时

教学分析

教材

分析

《观察种子的结构》是人教版初中生物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一

章第二节的《种子植物》内容中的第一课时包含的内容，本节课安排

在《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的内容之后，先认知简单的藻类、苔藓

和蕨类植物是通过孢子繁殖后代的，再探究更能适应陆地环境的复杂

的种子植物的种子结构，也为下一章“被子植物的一生”奠定学习基

础。

学情

分析

七年级第一学期的学生在经过前面两单元的学习，对植物体的结

构层次有一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识图、观察、对比和实验动手操作

能力，但是科学思维能力不足，缺乏自主探究能力。

教学

策略

1、直观授课：

利用剪映、格式工厂等软件自制《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微课，实验

关键步骤 gif 动图，单双子叶植物种子实物等让学生最直接地掌握教

学难点。

2、创新设计实验：

把观察对比的简单实验创新设计成自主探究式实验，通过对比 4种双

子叶植物种子、干鲜玉米种子哪种更易于观察、两种浓度的碘液染色

效果哪种最好，发挥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为中考实验操作提供思路。

3、伙伴策略：

制定小组实验计划，让学生结成伙伴完成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小组

讨论探究得出双子叶植物结构上的异同点，共同完成实验成果展示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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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学内化＋合作讨论：

穿插对分课堂模式，给予学生独学内化和合作讨论的时间，增加学生

学习主体地位。

教学

重难点

1、说出种子的基本结构，描述菜豆和玉米种子异同。

2、解剖观察比较别菜豆与玉米种子，培养学生实验、观察、表达、

理解的能力。

学科素养目标

生命观念
通过从种子的结构中认识它强大的生命力和神奇之处，学会尊重

珍惜大自然的所有生命。

探究实践

小组通过在实验探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哪种种子哪种碘液更利于完

成实验、再收集和分析材料、自主得出结论，形成物化成果完成实验结果

展示报告，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实践创新意识、审美意识和创意实现能力。

科学思维

能够运用比较、归纳、分析和综合等思维方法认识单双子叶植物种子

结构和异同点，解决探究的问题“哪种种子哪种碘液更利于完成实验”，

初步形成基于证据和逻辑的思维习惯，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多角度、

辩证地分析问题，说出自己观察的种子和碘液的优缺点。

态度责任

在实验探究的过程中，小组各成员能够认真完成自己的探究的种子过

程，表达自己的观点，再以科学的态度对他人的观点进行审视评判、

质疑、包容从而得出哪种种子哪种碘液的观察效果更好，承担好自己在

小组中的责任。

学习评价

见附件 1

实验结果展示报告设计

见附件 2

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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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以培养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为原则，依据本节课的重难点以及对教

学内容和学生的分析。教师直观地用自己制作《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微课，实

验关键步骤 gif 动图，单双子叶植物种子实物等让学生最直接地掌握教学难点，

同时把观察对比的简单实验创新设计成自主探究式实验，通过对比 4种双子叶植

物种子、干鲜玉米种子哪种更易于观察，两种浓度的碘液染色效果哪种最好，发

挥学生的合作探究能，为中考实验操作提供思路的同时，开发学生实践探究的能

力，再让学生观察、思考、讨论，形成物化成果完成实验结果展示报告，培养团队合

作意识、实践创新意识、审美意识和创意实现能力。

教学过程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一）知识回顾：

回顾上一节知识，藻类、苔藓和蕨类植物是“孢子植物”，孢

子植物必须在适宜的环境才能萌发，适应陆地环境能力较差，而为

了更好地适应陆地环境，大自然演化出种子植物，并提出种子植物

是能结种子并且是由种子发育成的植物。

承接上一节课

知识点，启发

学生思考植物

如何演化可以

从潮湿环境到

适应陆地环境

的思考。

（二）创设情境，引入新课：国民最爱吃的早餐豆浆与油条

以国民最爱吃的早餐豆浆和油条引入新课，提出问题：“豆浆

和油条的原材料是什么？”引入黄豆和小麦两种类型种子，再进一

步设疑：“豆浆主要是利用黄豆种子的哪一部分？面粉主要是利用

小麦种子的哪一部分”

利用身边

熟知实物，引

起学生的学习

和探究兴趣，

并为下一课时

种子各部分结

构的功能教学

垫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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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种多样的种子：

教师结合“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诗句和课本呼应“可

以说，我们都是靠种子养活的”，世界上有约 20 万种种子。

师生互动，出示各种单双子叶植物常见的种子，请学生说出写

出这些种子的名称，在提高学习热情的同时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

分析这些种子有哪些异同点？

本着“学

习的最大动

力，是对学习

材料的兴趣”

原则，向学生

介绍多种多样

的种子，以及

提供各种常见

单双子叶植物

种子的实物让

学生填写名

字，把学生的

注意力一下子

吸引到课堂中

来，联系生活

拉近学生和知

识的距离，让

学习变得轻松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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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究观察种子的结构实验：

提出疑问：种子多种多样，它们的结构是否一样呢？

1、观看自制实验微课

教师提出实验目的认识种子结构和学习观察种子构的方法，图文与

实物结合介绍学生认识实验桌上的实验材料用具，特别提醒学生使

用刀片注意安全和强调滴瓶的使用方法。

按照中考生物实验操作要求，自制高清细致的符合中考规范操作标

准的《观察种子结构》实验微课，让学生初步掌握实验的方法。

2、创新实验，让学生自主探究：

提示实验的关键步骤，并在 PPT 展示解剖两种种子的实验关键

步骤自制的 GIF 动图。

由于网上

大多数关于观

察种子的结构

实验视频较为

粗糙，没有符

合中考实验操

作考试的更细

致规范的实验

操作步骤，因

此自制实验微

课能够更好地

让学生初步感

知实验的方

法，同时解决

教师当堂演示

实验无法让全

班学生都清晰

观看的问题。

学生在观

看自制实验规

范操作视频

后，可以初步

掌握实验的方

法，再在 PPT

上展示同时展

示各个关键步

骤操作 GIF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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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究观察红腰豆、白芸豆、荷包豆、紫花芸豆 4种种子中哪

种种子更容易观察解剖的实验：

让学生以合作伙伴的形式完成观察红腰豆、白芸豆、荷包豆、紫花

芸豆 4种种子结构实验，并把解剖好的种子粘贴到实验报告，完成

探究内容得出实验结论“我们小组认为种子的观察效果最好，结构

最容易区分。

原因是 。

（2）观察干鲜玉米种子和不浓度碘液染色哪种效果更好的探究实

验：

让学生以合作伙伴的形式探究观察干鲜玉米种子和不浓度碘液染

色哪种效果更好的探究实验，并把两种玉米种子的染色成果粘贴到

实验报告，我们小组认为种子和（ %）碘液的染色观察效果

图，可以减少

教师重复讲解

的时间，增加

学生实际动手

操作的时间，

让教师可以走

到学生身边仔

细观察学生的

实际操作情

况，避免出现

多个学生同时

提出请求指导

步骤教师无法

一一到位的尴

尬情况，因此

学生遇到忘记

的步骤和有疑

问的地方只要

抬头看 PPT 就

可以得到解

决，十分便捷

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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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结构最容易区分。

原因是 。

3、小组展示实验结果

师生互动，请完成实验的小组代表上前填出实验观察到的单双

子叶植物种子结构名称，并指出玉米种子中胚乳会被碘液染成蓝色

的实验现象说明玉米胚乳含有淀粉。

通过对比

4种双子叶植

物种子、干鲜

玉米种子哪种

更易于观察，

两种浓度的碘

液染色效果哪

种最好，发挥

学生的合作探

究能，为中考

实验操作提供

思路的同时，

开发学生实践

探究的能力，

再让学生观

察、思考、讨

论，形成物化

成果完成实验

结果展示报

告，培养团队

合作意识、实

践创新意识、

审美意识和创

意实现能力。



8

（四）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异同小结：

插入对分课堂的模式让学生先独学内化，再小组合作讨论完成

课本种子异同点表格，并请学生代表说明，提示玉米的叶子和花生

的叶子的区别，小结出胚的概念，胚——新植物体的幼体，是种子

的主要部分。

利用对分

课堂的模式让

学生先独学内

化，再小组合

作讨论，层层

递进让学生作

为主导自己主

动总结出知识

框架，有效解

惑，而不是教

师重复讲授，

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的能力和

合作交流的能

力。

作业设计

1、课后思考与讨论：

（1）种子的各个结构有什么作用？各结构将来发育成植株的哪个部分？

（2）豆浆和油条主要是用种子的哪个部分做成的？

（3）完成个人和小组评价

2、课后实践：

用水培的方式在透明容器中分别萌发 5颗左右单子叶植物种子和双子叶种子，观

察种子中的各结构将来发育成植物的那一部分，融入美术、语文等素养完成种子

观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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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请学生代表上黑板填上相应的结构，并用相应的彩色笔表示碘液变蓝的部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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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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