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林类专业课课程思政系列 

 

 

 

“叶片的构造”教学设计 

 

 

 

 

 

主讲：宁艳华 

 

 

 

 

 

课程负责人：孙瑞学 

 

 
 

 

 



授课

班级 
19 级林业生产技术专业 授课课时 1 课时 

授课

地点 
多媒体教室 授课时间 第八周 

参考

教材 
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规划教材《植物科学基础》主编徐兴友  柴全喜 

教学

内容

分析 

1.课题分析：本课时《叶片的构造》是学生在学习了根的初生构造、显微镜下

进了解剖结构的观察;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构造，显微镜下进行解剖结构的观察的基

础上开展的本课时的教学。通过前面叶的形态的学习，学生对叶的组成部分、单叶

和复叶、叶序有了系统的认识。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在本课时的教学中学生对一

些专业术语会比较熟悉。教学方法上采用观察、比较法。重在让学生对知识熟练掌

握。运用已学的绘图技术，绘出更加真实清晰的叶的构造图。 

2.教材处理与教学内容说明:本课时是在进行了根、茎的解剖结构基础上进行的

教学，学生在学习方法和专业知识上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为了起到对知识的巩固、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作用。所以在上完叶的构造后就让学生进行叶的解剖构造观察并

绘图，理实结合更好地巩固知识，达成教学目标。 

学情

分析 

认知基础 
对根茎叶等营养器官的形态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也对根和茎的解剖结

构有了深入了解 

能力基础 
观察理解能力提高很快，合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都得到了很好地

锻炼 

学习特点 
对学习专业的兴趣有很大提高，学习方法和习惯逐步养成，和老师，和

同学间的关系融洽，积极向上的性格逐渐养成。 

教学

目标 

知识目标 

 

双子叶植物叶构造、禾本科植物叶片的构造 

在显微镜下对叶的解剖构造观察、并绘图 

能力目标 
能根据双子叶植物叶的构造、禾本科植物叶片的构造熟练地说出各部分 

的名称、特点作用 

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时快乐的学习，懂得绿色环保可以从我们做起 

教学

重点 
双子叶植物叶片的构造、各部分的名称、特点和作用(利用 ppt，图片分散重点）    

教学

难点 
能在图中准确对比出双子叶植物叶片、各部分特点作用。 

重难

点解

决 

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小组合作竞争，讨论交流展示，教

师积极引导，重点辅导答疑，配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达成教学目标，突破重难点。 

教学

策略 

资源整合:利用 ppt、挂图  

设计思路:前置性作业——课上引导学生观察对比，得出结论——学生动手操作 

教学

方法 

教法 任务驱动，直观演示，重点讲授，配合多媒体 

学法 小组合作，讨论交流成果展示，理实结合动手操作 



教学

资源 

传统 教材    挂图 

现代 

多媒体 PPT 

视频动画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内容 

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 学生 

课前

自主

学习 

通过教师布置的前置

性作业，自主学习。 

 

设计图表（附表）

分发给各个小组 

 

课下复习根、

茎 的 初 生 构

造，预习双子

叶 植 物 的 叶

初生构造。 

通过安排前置性的作业，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不但能巩固旧知识，

还能预习新的知识。还推

动学生自主构建知识。培

养学生责任意识。 

第一课时 

教学 

环节 
内容 

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 学生 

二、汇

报 成

果 （8

分钟） 

抽 取 小

组 汇 报

课 前 自

主 的 学

习 的 成

果。 

 

（在投影仪下展示学生的课前作业）师

生共同回忆根、茎的解剖构造。 

 

 

生：通过投影

仪 展 示 各 小

组的作业，学

生 能 发 现 自

己的不足。汲

取 别 人 的 长

处。 

 

教 师 通 过投 影

仪 展 示 各小 组

的前置性作业，

从书写工整、完

整性、语言叙述

流 利 等 方面 进

行评价    

适 当 的 进行 鼓

励 能 活 跃课 堂

气.适当的语言

评 价 能 增强 学

生的自信心。 

这 样 设 计的 另

一 个 目 的是 让

学生学会对比，

学 会 新 旧知 识

的迁移。 



三、导

入 新

课 （2

分钟） 

导 入 语

言 

 

师：“通过展示小组作业发现同学们很

棒“ 

师：”根、茎的初生结构同学们学习的

很棒，今天我们学习双子叶植物叶片的

构造，同学们也要学习的很棒哦！” 

 

生：集中注意

力，精神饱满

的 参 与 到 课

堂中来来。 

 

让 学 生 集中 注

意力。 

 

四、讲

授 新

课（20

分钟） 

学 生 试

一试 

教 师 讲

授 

学 生 和

老 师 一

起 体 验

茎 尖 分

区 细 胞

特点 

 

 

 

 

 

 

 

师：“我喜欢这意境，它绿意盎然，让

人心旷神怡。 

师：“同学们喜欢吗？” 

师：“确切地说，我跟喜欢绿叶，尤其

是学习了咱们专业课后，我觉得这小小

的叶子太神奇了” 

如：（出示两片叶子）在一个叶柄上长

得叶他叫单叶，像这种许多小叶长在总

叶柄上它叫什么？ 

“出示 PPT 考考你——复叶类型” 

 

 

 

 

 

 

（评价） 

师：（出示叶片）这片叶的叶脉是——；

这片叶的叶脉是——所以我们能自信

的判断，这是双子叶植物叶片，这是单

子叶植物叶片。 

师：我们在外面采叶片时，其它专业的

学生和我们说”你们也太了不起了，我

也想学习你们专业” 

师：我们学习了本节课后，咱们的专业

 

 

 

 

 

 

生：喜欢 

 

 

 

 

 

 

 

生：复叶 

掌状复叶、单

身复叶、羽状

复叶、三出复

叶 

 

 

 

 

 

生：平行脉、

网状脉 

 

 

 

 

 

 

 

 

 

教 师 为 了调 动

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动起来。

先让学生发言。

发 挥 学 生的 主

观能动性。 

 

 

ppt 直观的 显

示 出 个 部分 的

结 构 学 生容 易

掌握。  

 

 

 

 

 

 

 

 

 

 

教 师 在 学生 回

答 的 过 程中 实

时捕捉信息，强

调 出 本 课时 的

重点，然后再查



水平会更高。出示幻灯片 

 

 

 

 

 

 

师：大家有没有信心学好？ 

师：学好咱们的专业，让他们羡慕去吧！

(出示教学目标） 

 

 

 

 

 

 

师：本节课咱们的学习目标从知识、能

力、情感态度三个维度设计，不仅要认

识双子叶植物叶片各部分的名称，还要

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师：“课前我们分小组做了功课，请同

学们说出图中序号的名称” 

 

 

 

 

 

（评价：课前同学们分小组预习完成的

很好，回答的很正确） 

（出示 ppt 双子叶植物叶的横切面图

易于学生理解，分散难点） 

 

 

 

 

 

 

 

 

 

 

 

 

 

 

生：有 

 

 

 

 

 

 

 

 

 

 

 

 

 

生： 

①④—表皮 

⑧—叶肉 

⑤—叶脉 

 

 

 

 

 

 

 

 

 

 

 

 

 

漏补缺 

 

 

 

 

 

 

利用对比教学，

培 养 学 生观 察

比较能力，及在

课 本 上 获取 知

识的能力。 

 

 

 

 

 

 

 

 

 

 

 

通 过 预 习小 组

之间合作，能很

好 地 在 教师 的

引 导 下 完成 对

表皮——叶肉

——叶脉的知

识的理解 

 

 

 

 

 

 

 

 



师：“我们先从表皮说起，先观察表皮

细胞的位置，排列状况” 

 

师：“气孔这一特殊结构怎么分布？” 

 

师：保护叶片内部结构 

师：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气孔的结构 

 

 

 

 

 

（用手作比喻演示气孔开关的状态） 

师：“说完表皮，咱们研究叶肉” 

师：（以双子叶植物横切面图为依据） 

师：“这个区紧靠——，排列——，样

子像——，因此而得名——” 

这个区紧靠——，排列——，细胞间

隙——因此而得名—— 

（由学生回答） 

 

 

 

 

 

 

 

 

 

 

“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都含有——”

（出示叶片） 

“大家看这片叶，上、下两面哪一面绿

色较深”（学生回答） 

“既然含有大量的叶绿体，它就能进行

光合作用。” 

“由表皮——叶肉——叶脉” 

“叶脉也就是维管束，根据咱们学习

生： 

表皮：覆盖在

叶 片 的 上 下

两面，由单层

扁 平 排 列 紧

密 的 薄 壁 细

胞组成。表皮

细 胞 一 般 不

含叶绿体。分

布着气孔。下

表皮较多。 

生：上下表皮

都有气孔，但

下表皮较多， 

苹果、桃分布

在 下 表 皮 。

莲、菱分布在

上表皮。 

生： 

气 孔 器 是 由

两 个 半 月 形

的 保 卫 细 胞

围合而成的。 

气 孔 是 两 个

半 月 形 的 保

卫 细 胞 之 间

的裂隙。 

吸水膨胀时，

气孔开大， 

失水时，气孔

缩 小 甚 至 关

闭，以此来调

节 气 体 的 交

换 和 水 分 的

蒸腾。 

叶肉  

栅栏组织：紧

靠上表皮，长

 

 

 

 

 

 

 

 

 

教 师 用 手做 比

喻 演 示 半月 形

的 保 卫 细胞 的

开 关 状 态便 于

学 生 更 好的 理

解 

 

 

 

 

 

 

教 师 在 此环 节

很 自 然 的进 行

环 境 保 护和 责

任教育 

 

 

 

 

 

 

 

 

 

 

 

 

 



根、茎的知识，维管束有哪两个部门？” 

“木质部运输水和无机盐；韧皮部运输

有机物” 

作用输导和支持（突破难点） 

 

 

 

 

 

 

师：我们说绿意盎然，它的绿来源于叶

绿体，能进行光作用，制造有机物，释

放氧气。 

“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粮、油、菜、果、

茶棉、都来源于绿色植物。” 

“也就是说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

球上一切生命生存繁荣和发展的根本

源泉。” 

中国正在建设生态中国，“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战略，在全

国推广，党和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

巨大贡献。 

作为现代林业的学生，我们肩上的重

担沉甸甸的！（思政教育） 

 

 

 

 

 

 

 

 

 

 

 

 

 

 

柱 形 的 细 胞

所组成，排列

紧密，如栅栏

一样 

海绵组织：紧

靠下表皮，细

胞不规则，排

列疏松，细胞

间隙大。 

叶脉：脉内有

木 质 部 和 木

质 部 和 韧 皮

部。木质部在

上，韧皮部在

下 。 能 运 输

水、无机盐和

有机物。，还

具 有 支 持 的

技能。 

 

生：（观察）

不一样 

生：会有不同

回答。禾本科

植 物 叶 片 的

构造 

生：对比出禾

本 科 植 物 叶

片 的 构 造 与

双 子 叶 植 物

的不同 

生：独立完成

表 格 对 比 双

子 叶 植 物 和

禾 本 科 植 物

构 造 上 的 不

同。 

生：汇报 

对 比 学 习有 助

于 学 生 理解 记

忆（突出重点） 

 



师：（出示禾本科植物叶片的构造挂图）

老师这还有一张横切图和刚才那副图

一样吗? 

 

 

 

 

师：哪位同学和它熟吗？ 

（在学生的回答中抓住重点引导） 

禾本科植物叶片的构造 

师:“它又有哪些特殊的构造？” 

⑴表皮：上表皮有扇形排列的细胞，细

胞壁很薄，具有很大的液泡，能贮积大

量的水，也叫泡状细胞 

保卫细胞哑铃形 

⑵叶肉：没有栅栏组织和海绵组织之

分，为等面叶。 

⑶叶脉：呈平行排列，木质部在上，韧

皮部在下。无形成层 

师：我们对比一下双子叶植物和禾本科

植物在构造上的区别。 

学生独立完成后，汇报结果，教师填写

表格 

 

五、教

学 回

顾 （5

分钟） 

师 生 回

顾 重 点

内容，双

子 叶 植

物 叶 片

构造。 

师：通过这节课学习，同学们把茎尖初

生构造学习明白了吗? 

（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教学回顾，把本

节内容前面巩固、记忆、） 

生：参与教学

回顾环节。把

本 课 时 的 知

识 点 梳 理 一

遍。使知识系

统化。 

在 利 用 教学 回

顾 把 所 有内 容

按 顺 序 梳理 一

遍。 

六、课

堂 练

习（10

分钟） 

巩 固 练

习 

师：咱们做个课堂练习，看看收获多少.

（教师要在此环节查漏补缺）把应该掌

握的知识点，没掌握好的，借此机会，

再次强调重难点。 

通 过 参 与 课

堂 练 习 巩 固

所学知识。做

到查漏补缺。 

应用知识，获得

掌握知识，应用

解题的成功感。 

教 学

反思 

可取之处： 

1. 在原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引入图片、挂图，生动形象。灵活的

运用了学生身边的教学材料，使学生在实际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有新鲜感，积极性较



高。 

2.通过课前的前置性作业，培养学生课下自主复习、自主预习的习惯。培养学生学

习的主动意识。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不用教师和家长督促。 

3.动手、动脑满足学生的表现需求，提升其自信力。 

4.在教学过程中，有机的渗透给学生生态环保理念，让现代林业技术的学生明白现

在我国正在建山的“生态发展战略”，党和政府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巨大努力，我

们身兼重责。需要为此付出努力。 

5、本课时的教学设计依然本着以学生为主体，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进课堂中来。

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机会，关注全体学生。 

不足之处： 

1、在课堂授课时，发现在设计教学学环节时还要考虑的再周全一些。各环节之间

的过渡要自然。 

2、在观察叶片内部构造过程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叶片的简易

装片进行观察，更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也更易接受抽象的理论知识。 

3、双子叶植物叶片构造、及禾本科植物叶片构造的对比表，填写时教师包揽的多，

教师引导到位，学生还是能自主的完成的。教师知识起到引导指正的作用。 

布置

作业 

 

 



 

 

板书

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