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探究实践的“人体的呼吸”复习教学设计
张改玲 ( 山东省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青岛 266035)

摘 要 在“人体的呼吸”一章的复习教学中，创设“新冠病毒感染”的单元大情境，采用“情境创设—问题驱动—探究活动—评价

提升”的策略方法，用建模的方式作为活动主线来理解重要概念，建构大概念体系，凸显探究实践，培养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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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人教版初中生物学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三章“人体

的呼吸”，属于《义务教育 生 物 学 课 程 标 准 ( 2022 年

版) 》“人体生理与健康”学习主题，内容要求是“5．3 人

体通过呼吸系统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共含有 3 个次

位概念: 5．3．1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构成，其主要功

能是从大气中摄取代谢所需要的氧气，排出代谢产生

的二氧化碳; 5．3．2 呼吸运动可以实现肺与外界的气体

交换; 5．3．3 肺泡与周围毛细血管内的血液、毛细血管

内的血液与组织细胞进行气体交换。本章是在学习了

“人体的营养”，了解了人体需要的能量储存在营养物

质( 食物) 里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能量的释放需要氧

气的参与，而营养物质和氧气的运输都需要通过循环

系统。因此，学好本章的内容是对“人体的营养”的深

入理解，也能引领“人体内物质的运输”的学习，起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

教学中，根据大单元教学理念，创设了“新冠病毒

感染后，多数人感觉乏力主要是因为能量供应不足”的

情境，把人体的营养、人体的呼吸和人体内物质的运输

作为“人体的能量供应”单元进行复习。每个课时设

计按照“情 境 创 设—问 题 驱 动—探 究 活 动—评 价 提

升”的策略方法组织教学，凸显探究实践，提高核心

素养。
2 教学目标

基于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学业质量

标准，并围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制订了如下教

学目标:

( 1) 通过图片识别、资料分析等，描述呼吸系统的

构成，说出呼吸道和肺的作用及与其功能相适应的特

点，形成结构与功能观。
( 2) 通过实验探究展示、解读实验过程、开展实践

活动等，实证有关人体呼吸与健康的问题，提升科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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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浅色( 图左) /深色( 图右) 树干上，桦尺蛾种群基因频率变化折线图( 示例)

4 教学反思

学生在动手建模过程中，通过发现问题、设计方

案、实施方案、分析讨论等环节，可以有效锻炼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能力; 利用柱状图、折线图等形式来呈现

数据，学生对建模结果具有更直观的认识，以此来自主

归纳概括、建构核心观念。不同小组之间建模数据可

能出现偏差，教师可引导学生关注在建模过程中需要

严谨的态度，知道实验存在不可避免的误差。学生往

往对建模结果更加注重，但教师需引导学生注意在建

模过程中体现出的生物学概念、原理等。虽然建模简

化了复杂深奥的原理，但在一定程度上与客观事实存

在差异，如何修正建模过程、结果使之与客观事实更吻

合，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和探究。

ⓔ 电子资源■

·83· 生物学教学 2023 年( 第 48 卷) 第 12 期



究和跨学科实践能力。
( 3) 通过观看视频、建构模型、迁移应用等，归纳

呼吸全 过 程，提 高 对 比 分 析、归 纳 综 合 等 科 学 思 维

能力。
( 4) 通过情境问题解答、搜集疾病资料、书写倡议

书，树立健康意识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责任。
3 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教学多媒体课件、导学案、微视频、模

型等。
3．1 创设情境，激发思维 通过上节课复习学生已经

知道，多数人感染新冠病毒后，感觉“乏力”主要是因

为能量供应不足。人体需要的能量储存在每天获取的

食物中，通过消化系统吸收，由循环系统运输到细胞，

那么这些能量的释放主要通过什么作用? 发生在细胞

的什么部位? 你还记得呼吸作用的表达式吗? 追问:

从表达式中可以看出能量的释放需要什么气体参与?

产生了什么气体? 它们通过什么系统，又是如何从外

界进出细胞的? 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复习人体的能

量供应单元( 二) ———人体的呼吸。
设计意图: 链接大单元情境，温故知新，设置引领

问题串，激发学习兴趣，引出学习主题。
3．2 活动 1: 探究验证能量的释放需要氧气，产生二氧

化碳 驱动问题 1: 如何验证人体呼出的气体中氧气

的含量减少，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加? 借此引导学生间

接地验证人体呼出气体的变化。展示社团学生的实验

过程:①取大小相同的四个瓶子，分别标号为 A、B、
C、D;②打开 A、B 的瓶盖，收集两瓶空气; ③在 C、D
瓶内收集呼出的气体;④将燃烧的蜡烛分别放入 A、C
瓶中，观察蜡烛燃烧情况; ⑤向 B、D 瓶中分别倒入等

量的澄清石灰水振荡，观察现象。引导学生描述视频

中看到的实验现象( ⓔ电子资源) ，并得出结论: 人呼

出的气体中氧气含量减少，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设计意图: 利用驱动问题，思考设计验证实验，并

展示分析得出结论，帮助理解建构重要概念，提高实验

探究素养。
3．3 活动 2: 情境复习呼吸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驱动

问题 2: 人体吸入和呼出这些气体是通过什么系统完

成的? 引导学生复习教材中呼吸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看图识别各部分名称及肺泡适于气体交换的结构特

点。然后结合课件中呼吸系统的组成和肺的宏观、微
观结构组图，交流并小结呼吸系统的组成及功能。联

系生活情境应用: ①用流程图表示出新冠病毒进出肺

部的途径;②新冠病毒感染后，“水泥鼻”患者睡醒后，

为什么会口干舌燥? ③新冠病毒感染的危重症患者，

从 CT 上看肺部呈一大片白色状，医学上称为“白肺”。

这说明病毒已经严重损伤了肺的基本结构单位，这种

基本结构单位是什么?

设计意图: 用问题情境引领复习和联系生活情境

反馈应用，不仅可以重构概念，形成结构与功能观，还

能提高知识迁移应用能力。
3．4 活动 3: 建模复习呼吸过程 驱动问题 3: 氧气和

二氧化碳从外界进出细胞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小组

合作结合学案提供的信息: 外界空气、呼吸道、肺泡、组
织细胞，以氧气和二氧化碳从外界进出组织细胞为例

绘出呼吸过程模式图，讨论交流呼吸包括几个环节。
利用手机和课件交互展示学生建构的模式图( ⓔ电子

资源) ，根据评价量表( 表 1) 师生进行评价总结。然后

出示教师建构的模式图的左侧部分( 图 1) ，复习呼吸

的四个环节，要求学生边复习边对自己绘制的模式图

进行修改。

表 1 画呼吸过程模式图的评价量表

评价指标
评价
等级

自评 组评 师评

呼吸 过 程 各 环 节 科 学 完
整; 画图规范标注明确合
理; 设计科学美观

A

呼吸过程各环节比较科学
完整; 画图标注比较明确
合理; 设计比较美观

B

呼吸过程各环节不完整;
标注不明确合理

C

基本不能完成画图 D

综评等级

图 1 教师建构的呼吸过程模式图

【环节 1】体验探究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引领问

题: 平静时肺有节奏地呼气和吸气，每分钟大约呼吸

16 次。气体为什么能进出肺呢? 组织学生体验: 双手

放在肋骨的两旁进行深呼吸，体验胸廓的变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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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总结归纳: 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是通过呼吸

运动实现的，包括吸气和呼气两个过程。接下来，同桌

合作根据体验和课件显示的呼吸模拟动画，描述胸廓

的具体变化，并总结: 肌肉的收缩或舒张，引起胸廓的

扩大或缩小。此后，六人小组合作，用自制的探究胸廓

变化与呼吸关系模型演示说明: 胸廓扩大导致吸气，还

是吸气导致胸廓扩大? 学生能总结出: 胸廓的扩大或

缩小导致肺扩张或回缩，形成压力差。最后，师生共同

梳理呼吸运动原理，并总结: 通过呼吸运动就完成了肺

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学生修改完善学案中最初绘制的

呼吸过 程 模 式 图，教 师 板 书: 肺 与 外 界 的 气 体 交 换

过程。
【环节 2】动画探究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引领

问题: 到达肺泡的氧气又是如何进入血液的? 组织学

生观看视频动画: 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肺泡与血液间的

扩散过程，并说出原理和交换过程。然后，修改完善学

案中最初绘制的呼吸过程模式图，教师总结并板书: 肺

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过程。
【环节 3】模型探究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提出问

题: 氧气如何运输? 二氧化碳如何运输? 课件展示教

师建构的呼吸过程模式图，引导学生回忆血液的组成

及功能并思考交流: 氧气主要由红细胞运输，二氧化碳

主要由血浆运输到组织细胞。然后，修改完善学案中

最初绘制的呼吸过程模式图，教师补充板书: 气体在

血液中的运输。接下来，连线生活情境迁移应用: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后，为 什 么 要 用 测 氧 仪 测 血 氧 饱 和 度?

教师组织学生解释血氧饱和度并交流总结: 测血氧

饱和度，可以知道血液运输氧的多少，如果太少就要

及时治疗。
【环节 4】图片探究血液与组织细胞的气体交换。

引领问题: 血液中的氧是如何进入组织细胞的? 二氧

化碳又是如何离开组织细胞的? 学生根据课件中血液

与组织细胞的物质交换示意图，说出此处气体交换原

理及交换过程。教师总结并板书: 血液与组织细胞的

气体交换过程。随后，师生共同小结呼吸全过程，并请

学生解释每个过程的完成原理，修改完善学案中最初

绘制的呼吸全过程模式图。
【环节 5】整合探究呼吸过程的意义。引领问题:

呼吸过程的意义是什么? 小组合作结合学案中绘制的

模式图和课件显示的整个呼吸过程模式图( 图 1) ，讨

论交流、整合总结呼吸过程的意义: 通过呼吸过程不断

地将氧气运送给组织细胞，在细胞的线粒体中参与分

解有机物，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随血液循环送到肺

部，通过呼气排出体外。
设计意图: 采用体验感受、观看动画、建构模型、描

述图片、讨论整合等不同的策略复习呼吸过程的四个

环节，突破本节课的重难点; 借助学案从初建到再建呼

吸全过程模式图的方式，可以明晰学习主线，利于学生

理解次位概念，建构重要概念，形成大概念体系。
3．5 活动 4: 比较梳理易混概念 驱动问题 4: 通过本

节复习，你能解释呼吸作用、呼吸运动、呼吸过程吗?

组织学生讨论、对比、解释各个概念，并在板书的模式

图上指出它们发生的场所。
设计意图: 通过相似概念的对比解释，深入理解次

位概念的内涵，以便更准确地迁移应用，提高比较与分

类的科学思维能力。
3．6 活动 5: 写一封科学合理的倡议书 在结合板书

和概念图进行总结并说明各概念间关系的基础上，提

出驱动问题 5: 2021 年 11 月，英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回

顾性临床研究，证实高压氧对新冠导致的慢性疲劳和

“脑雾”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①你能解释原因吗?

②你还知道哪些呼吸系统疾病? 为降低呼吸系统的患

病率，请从保护自身或保护环境方面写一封科学合理

的倡议书。
设计意图: 分析解决真实生活情境中的问题，学以

致用; 搜集资料、拓展阅读，树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

态度责任; 利用课外实践作业，提高实践能力和健康保

健意识。
4 教学反思

本节课基于“新冠病毒感染”的大单元生活情境，

采用探究建构策略，即: 引导学生通过探究活动来建构

概念的教学策略来进行概念教学［1］，激发学生探究兴

趣，提高探究实践能力。其中用建构绘制模式图的活

动贯穿整个呼吸过程的复习，将碎片化的次位概念整

合形成重要概念，构建大概念体系，激发学生深度学

习，提高教学效果。教学中发现，对学生建模活动的过

程评价还不够充分，可以让每个小组进行展示，在学生

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教师评价总结。
( 基金项目: 2021 年度青岛市教育学会名家项目

立项课题“基于探究实践素养的初中生物学概念教学

的实践研究”，No．2021MJ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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