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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 

本节选自 2019 人教版高中生物选择性必修一，第五章第 1 节。内容包括植物生长素的

发现过程，植物生长素的合成、运输和分布，植物生长素的生理作用等。教材从介绍植物向

光性入手，结合科学家发现生长素的过程，还原知识的形成过程、反映科学的本质，阐明植

物生长素的化学本质，由此引出植物激素调节的概念；同时，有关科学史还可以为植物生长

素的作用特点和植物激素调节的重要作用打下基础，接下来还可以顺理成章地介绍植物生长

素地合成、运输、分布和生理作用。 

本节之前，学生已经学过动物激素；本节之后，学生将学习其他植物激素，本节在结构

上承上启下，在内容上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良好素材。 

二、学情分析 

   思维上 高中生处于抽象逻辑思维发展阶段、好奇心强、思维活跃，本节课与生活联系密

切，打开了学生兴趣的大门。 

   认知上 学生已经具备动物激素地产生、运输、作用的相关知识，为本节课学习奠定了基

础。同时，它们具备一定的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可采用演示法，探究法，完

成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三、教学目标 

1、课程目标： 

  ① 分析植物生长素的发现过程和生理作用。 

② 基于对植物向光性的学习，分析顶端优势、根的向地性、茎的背地性产生的原因。  

2、素养目标： 

① 尝试阐释植物生长素作用特点中蕴含的适度与平衡观。   

 

四、教学重难点 

  1、重点 植物生长素的发现和生理作用。 

  2、难点 植物生长素的合成、运输、分布和生理作用。 

五、教学过程 

1、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具体我是这样做的：学生小组比赛，回答生长素的产生、运输和分布的内容。请学生上

台画出生长素向光性的图并解说。顺势提出问题：生长素对植物的作用只有促进吗？ 

 

  意图：检查旧知，唤起学生的回忆，点醒上节课的重点内容，同时引发学生思考生长素的

作用，激发学生兴趣，引出本节课。 

 

 

 
  

 

     

 

     

 

 



2、新课学习  
(1)生长素的作用方式和效果  

① 作用方式：学生阅读教材得出答案（调节生命活动）。此处强调激素只有调节作用，酶是

催化作用。 

② 作用效果：呈现愈伤组织、植物组织培养、和生根粉、无籽番茄的图片，请学生讨论归

纳：生长素在细胞水平、器官水平上的作用。 

  

细胞水平上：促进细胞伸长生长。器官水平上：促进花、果实的发育，根的形成等。 

③ 提出问题：生长素对植物的作用只有促进吗？ 

 

(2)活动一：分析曲线，小组讨论，说出生长素的作用特点。 

① 首先呈现不同生长素浓度对某一器官影响的曲线图。 

   
学生得出：对同一器官来说，低浓度促进生长，高浓度抑制生长。 

② 再呈现不同浓度生长素对不同器官影响的曲线图。 

 

学生得出：不同器官对不同浓度生长素的敏感程度不同，敏感性：根＞芽＞茎。 

③ 呈现不同浓度生长素对不同种类植物的影响 

 

 

学生得出：敏感性：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 

  意图：曲线图逐一呈现，符合先易后难的认知规律，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突破了难点。 

(3)顶端优势的概念、原因 

① 顶端优势的概念 

② 猜想顶端优势的原因 

③ 活动二：验证猜想 

④ 活动三：构建概念模型阐释顶端优势的原因 

⑤ 顶端优势的应用 



 

① 概念：植物的顶芽优先生长而侧芽受到抑制的现象。 

② 猜想：顶芽产生的生长素往形态学下端运输至侧芽部分，在侧芽处积累，抑制侧芽生长。 

③ 验证： 

            

1. 自然生长：顶芽优先生长，侧芽生长受抑制。 

2. 去顶芽：侧芽生长快，成为侧枝。 

3. 去顶芽，切口放含生长素的琼脂块：侧芽生长受抑制。 

4. 去顶芽，切口放不含生长素的琼脂块：侧芽生长快，成为侧枝。 

结论：顶芽产生的生长素使侧芽生长受到抑制。 

④ 模型构建 

 

 

⑤应用：打顶 

意图：运用假说演绎法、实验探究法、模型构建法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探究思维，观察

能力，将实验设计原则付诸于实践，让课堂生动起来，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4) 茎背地性，根向地性 

呈现图片 

 

活动四：分析讨论茎背地性、根向地性。 

 

3、小组强答、习题检测 

 

 



4、课堂小结 

本节课学习内容主要是生长素高浓度抑制生长，低浓度促进生长以及由此原理引起的顶端优

势和茎背地性，根向地性的现象。以知识内容为主线，结合多种教学方法，突出重点，突破

难点。 

5、交流分享 情感升华 

学生交流讨论说说收获 

6 、作业布置  

分层训练与学习笔记 

六、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