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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初中生物学
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根据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要

求，结合初中生物学学科特点，制订《河北省初中生物学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

见》，旨在优化学校作业管理水平，提高作业设计的规范性、科学性，增强作业实

施的有效性，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发挥生物学课程的全面育人功能。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初中生物学高质量教学体系，遵循生物学教与学

的规律，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终极目标，明确作业内

容，控制作业难度和总量，分层次、分角度、分梯度进行有效的作业统筹，减少学

生不必要的作业负担。

初中生物学作业的布置要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生物学的知识体系、基本技能，

引导学生形成生命观念，感悟生物学的研究特点和思维方式，体验用生物学基本原

理解决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决策的基本方法，提升学生发现并提出问题、分析并解

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时间管理能力，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培养

目标，形成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附件12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关
于
加
强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生
作
业
设
计
与
实
施
工
作
的
通
知

2

二、设计原则

（一）体现初中生物学学科特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具有“探

索性”和“实践性”的突出特点。初中生物学学科作业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

要求，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教育规律，抓准初中生物学学科的

关键问题，明确指向学科育人目标，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二）基于课程标准，提升教学反馈质量和效果

初中生物学作业应遵循生物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合理调控作业结构，提高作业

设计质量，有效控制作业难度和作业数量。作业设计应参考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

结合学生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题目。对于教材上每个章节教学内容配套的习题

可以直接选用，也可以通过教师“增加、删减、改编、创新”等方法，设计出科

学、合理的作业，确保作业设计的合理覆盖与针对性，以便准确了解学生学习目标

达成情况，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三）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多样化作业形式

初中生物学作业的设计和实施应面向全体学生，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

律，适应学生不同学习阶段的认知特点，科学合理地设计布置生物学作业。同时应

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和布置个性化作业，体现个体化差异，适应学

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要丰富作业形式与内容，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

做到“教、学、评”一体化。

三、作业的主要类型和目的

生物学作业设计应该满足不同学生在生物学学习方面不同层次发展的需求，进

行形式多样的分层作业。作业类型可包括巩固性作业、综合性作业和实践性作业

等。

（一）巩固性作业

巩固性作业的目的是检验学生是否达成本课时必须的基础目标。此类型作业侧

重于巩固生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面向全体学生，紧扣课堂教学所涉及的内容

或技能进行练习和巩固，为学生逐步形成生物学核心素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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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性作业

综合性作业的目的是检验和促进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目标的达成。此类作业要

以本课时知识和相关的生物学思想方法为核心，建立生物学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

侧重思想方法层面的基础性反思应用，分梯度设计不同综合度和难度的作业。题目

设计要凸显启发性和典型性，注重生物学思想与生命观念的形成，关注学生科学思

维的训练和发展，体现生物学探究方法和学习实践特点，同时关注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的形成，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三）实践性作业

实践性作业要从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出发，关注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强化学

生知识的迁移与应用能力。要设计能应用生物学观念解决实际问题，并具有适度综

合性和实践性的多种形式的作业，如制作、种植、养殖、调查、设计、探究、实

践，以及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等。在真实情境中体现作业的递进性和扩展性，注重整

合知识、发散思维，以便学生进一步掌握生物学的学习规律，培养生物学思维，提

高实践能力，满足学生终身发展需求。

四、作业的批改和反馈

（一）及时反馈　多维评价 

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做到全面批改，通过作业精准分析学生的生物学学习

状况，采取集体讲评、个别讲解、个性化沟通等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及时反馈。鼓

励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作业分析和展评。作业批改要正确规范，评语要恰当准

确。既要对生物学概念和原理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也要对学习过程、方法、态度

及学习状态等进行多维评价。既要评价问题，更要关注成长；既能引导学生对生物

学学习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和提升，又能让学生看到已取得的成绩以获得充足的成

就感，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生物学作业的课堂延伸教育功能。   

（二）集中会诊　典型示范  

教师从批改过的作业中筛选出典型错题进行“集中会诊”，帮助学生及时分析

错误的原因，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出正确的思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教师要有意

识地从学生作业中收集优秀案例在课堂上集中展示，发挥其榜样、示范作用，开拓

学生解决生物学问题的多元化思路和视野，鼓励学生形成良好的生物学学习反思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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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三）个别辅导　激励评价 

针对学生在生物学学习中的不同层次和需要，设计适合学情的针对性作业，制

定个性化的辅导方案。作业是学生学习情况的直接反馈，教师可从中了解学生学习

态度、知识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教法，指导学法。建议在批改作业中采用引导、

激励性评价语言，激发学生良好的生物学学习兴趣和参与生物学实践的热情。

教师要关注对实践性作业的过程性评价和个性化指导，鼓励学生采用照片、短

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并提供机会和平台让学生汇报实践情况

和展示实践成果。可以采用分解赋分、过程检查、档案袋记录等方式，对不同学生

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和问题进行及时评价和指导。

（四）单元梳理　归类指导  

单元学习结束后，通过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分析学生本单元学习的达成情况。

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教师可通过梳理归类，进行重点指导，帮助学生厘

清本单元的概念体系，强化科学思维，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运用生物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生物学核心素养。

五、作业案例及解读

（一）七年级作业案例

案例1：《细胞的结构》

◆ 巩固性作业

1.吃水果时感到有的甜、有的酸，这与水果细胞中的哪个结构有关

 （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细胞核　　　D．液泡

2.以下内容中与细胞膜的特点不相符的是（     ）

A．极薄、透明                      

B．在光学显微镜下很容易被观察到

C．将细胞内物质与外界环境分开       

D．使细胞有稳定的内部环境

3.下列细胞中同时含有叶绿体和线粒体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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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的平滑肌细胞   B．人口腔上皮细胞

C．菠菜的叶肉细胞   D．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

4.在显微镜下观察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番茄果肉细胞、人口腔上皮细

胞， 可以看到它们的外形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是相同的，都

包括（     ）

A．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

B．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

C．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

D．细胞膜、液泡、线粒体、叶绿体、细胞核

◆ 综合性作业

5.小明学会制作临时装片后，在实验室利用显微镜观察几种常见动植物

细胞的结构，并画出了如下两个细胞结构示意图。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相

关问题：

（1）图A是     　    （填“植物”或“动物”）细胞，判断依据              

　　　　　　　　　　 。图     （填A或B）可以表示人体口腔上皮细胞。

上图中，动植物细胞共有的结构是[  ]          、[  ]          、[  ]          。

（[  ]内填图中结构对应的数字，横线上填结构名称）

（2）下面是小明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甲、乙、丙、丁四个洋葱鳞片叶表

皮细胞视野，你认为哪个观察效果最好？请指出观察效果不好的图像操作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正确指导。

（3）观察完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小明又制作和观察了人口腔上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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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临时装片，与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相比较，他将观察不到哪些结构？ 

（4）小明制作了一张菠菜叶表皮细胞临时装片，在显微镜下看不到清

晰的菠菜表皮细胞，他认为菠菜不适合做实验材料，放弃了观察。你怎么

看待这件事？

◆ 实践性作业

6.根据所学细胞结构的知识自制一个动物或植物细胞模型， 把你的做

法记录下来，并注明每一个结构的名称。

◆ 参考答案

1.D　2.B　3.C　4.B

5.（1）植物　有细胞壁和叶绿体　B　[②]细胞膜 [④]细胞核  [⑥]细

胞质　（2）甲观察效果最好。乙的焦距没有调到位，图像模糊，应适当调

节细准焦螺旋；丙的光没有调好，视野较暗，可选择合适的反光镜或光圈

使视野变亮；丁没有将图像调整到视野的中央，应该适当移动玻片标本，

使图像移至视野的中央。（3）细胞壁、大液泡。（4）做实验不能遇到挫

折就放弃，应该认真分析失败原因，改进实验方法，继续进行实验，要有

持之以恒的精神。（合理即可）

◆ 设计意图

本节课作业包括6个题目，用时大约15分钟。

巩固性作业为4个选择题，帮助学生巩固本节课的重要概念，即“动物

细胞、植物细胞都具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和线粒体等结构，以进行

生命活动”“相比于动物细胞，植物细胞具有特殊的细胞结构，例如叶绿

体和细胞壁”，为学生建立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奠定基础。第2题

指向学生学习中的普遍易错问题，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

提供了空间。第5题综合性作业是考查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题。第

一问着重考查学生能否正确认识植物与动物细胞结构的异同点，并认同结

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第二和第三问指向学生实验中的共性问题，

意在让学生通过观察和分析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是

对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的拓展和提升；第四问着重引导学生形成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态度，落实社会责任。第6题是实践性作业。制作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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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模型可以让书本上的图片立体化，让学生对细胞的各个结构之间的空间

和位置关系有更清楚的认知。学生在制作体验中进一步巩固所学，既是辅

助课堂教学的有效方法，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案例2：《合理膳食》

◆ 巩固性作业

1.合理膳食是指（     ）

A．蛋白质是构成细胞的基本物质，应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B．糖类是主要的供能物质，应多吃富含糖类的食物

C．青少年应以肉类、蔬菜、水果为主

D．保持各种营养成分比例平衡和食物种类多样化

2.下列饮食习惯符合合理膳食基本要求的是（     ）

A．多吃煎、炸食物  B．不吃青菜和水果

C．经常吃洋快餐  D．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3.早餐、中餐和晚餐摄取的能量比例最好为（     ）

A.3:4:3　　　　B.3:3:4　　　　C.4:3:3　　　　D.2:4:4

4.常食“五谷杂粮”有利于健康，是因为（     ）

A．能治百病     B．容易消化、吸收

C．营养丰富，为人体提供全面营养  D．色香味美

◆ 综合性作业

5.营养学家研究指出：成年人的蛋白质供给量应不少于80克/天，钙供给

量应不少于0.8克/天，铁供给量应不少于15毫克/天。下表是七年级一班李明

同学的日常食谱及食谱中主要营养成分的含量，试分析并回答下列问题：

食物种类 日摄入量：/ g
每100g食物中的含量

蛋白质（g） 维生素C/mg 钙/mg 铁/mg
馒头 200 8 28 3.2
青菜 500 1.2 24 32 1.4
牛奶 100 3 1 104 0.4
猪肉 100 12 6 1.6

（1）青少年因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其蛋白质和钙的供给量应更

多。若李明长期按该食谱进食，摄入的蛋白质能否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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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患缺钙症？

（2）李明认为青菜基本没有营养价值，于是近来减少了对青菜的食用

量。他这样做最容易引发什么病症？请根据表中提供的信息，做简要分析

说明。

（3）李明近来常感觉乏力、头晕，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建议他要注意

合理营养，多吃富含铁的食物。据此，你认为他可能是患了什么病？                

（4）日常生活中安排一日食谱我们应该怎么做？

◆ 实践性作业

6.尝试运用有关合理膳食的知识，给家长设计一份营养合理的午餐

食谱。

提示：

（1）设计时应考虑当地常吃的食物种类，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和饮食

习惯。

（2）设计的午餐食谱中要含有五类食物并且比例合适。

（3）给家长讲明你设计的食谱的科学道理，听取家长对食谱的意见。

（4）将设计的食谱以及家长的意见记录下来并在课堂上展示。

◆ 参考答案

1.D　2.D　3.A　4.C

5.（1）不能。有可能。（2）李明的食谱中维生素C主要来源于青菜，

少吃青菜就会缺乏维生素C，引发坏血病。（3）缺铁性贫血。（4）略

◆ 设计意图

本节课作业包括6个题目，用时大约15分钟。

巩固性作业为4个选择题，帮助学生巩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了解合理

膳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为学生利用生物学概念原理指导生活实践，

关注并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第5题综合性作业是一道考

查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综合题，需要学生通过分析题中所给数据，整

理比较，并运用本节课所学知识做出解答。第一问和第二问考查学生根据

给出信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认识到不合理膳食影响身

体发育。第三问考查学生能否运用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方法得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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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发展学生的科学思维；第四问考查学生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日

常生活，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落实社会责任。解答本题是对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的提升，并训练学生运用科学严谨的语言表述客观问题，

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第6题是实践性作业，是一个尝试设计午餐

食谱的设计活动。要完成这个活动，就需要用到本节课所学的关于合理膳

食的基本知识。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帮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更好的理解合

理膳食的基本要求，引导学生关注家人健康，渗透情感教育和劳动教育，

落实社会责任的培养。 

（二）八年级作业案例

案例3：《真菌》

◆ 巩固性作业

1.酵母菌比乳酸菌高等、复杂，主要是因为酵母菌细胞具有（    ）

A．细胞壁　　　B．液泡　　　C．成形细胞核　　　D．遗传物质

2.橘子腐烂后，出现一些青绿色的霉斑，在显微镜下可见到一些孢子着

生在扫帚状的菌丝上，这种霉菌是（     ）

A．曲霉　　　　B．青霉　　　C．酵母菌　　　　　D．毛霉

3.下列各种环境中，霉菌生长最多的是（    ）

A．潮湿的粮食堆　　　　　　   B．干燥的皮鞋上

C．潮湿的沙土地　　　　　　   D．煮沸但密封的牛肉汁

4.蘑菇的地上部分通常可以食用，叫做（    ）

A．子实体　　　B．菌盖　　　C．菌丝　　　　　　D．菌柄

◆ 综合性作业

5.请认真阅读下列短文，并回答有关问题。

一粒“尘埃”悄悄地落在一只蟋蟀背上，细长而闪亮的丝线从“尘

埃”中伸出来，开始进入蟋蟀湿润的身体。在蟋蟀生长时，这些丝线还释

放一些化合物，慢慢地溶解蟋蟀体内的组织。这些丝线还进一步深入蟋蟀

的体内。数日后，这只蟋蟀就成为一只塞满致命丝线的空壳。然后这些丝

线开始向这只死蟋蟀体外延伸。它们长出柄，并且在顶端生有结状物。一

旦一个结状物裂开，就会有数千粒尘埃般的微粒散发出来，风将带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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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去“犯罪”。

（1）文中所说的“尘埃”指的是_______，“丝线”指的是_______。

（2）这种神秘“尘埃”以及长出的“丝线”与蟋蟀是什么关系？

（3）文中所说“风将带着它们再次去‘犯罪’”，含意是什么？

（4）你认为使蟋蟀死亡的是哪种生物？

◆ 实践性作业

6.提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将新鲜的橘子放在家中温暖的地方，每天喷适

量的清水以保持一定的湿度。在橘子皮上出现霉斑时，每天拍照记录橘皮

上发霉的过程，并在课堂上展示。

◆ 参考答案

1.C　2.B　3.A　4.A 

5.（1）孢子　菌丝　（2）蟋蟀为神秘的“尘埃”以及长出的丝线提供

有机物。（3）孢子随风飘散到适宜的地方，再次感染其他的生物。（4）

真菌。

◆ 设计意图

本节课作业包括6个题目，用时大约15分钟。

第1-4题为巩固性作业，旨在帮助学生在认识酵母菌、霉菌、蘑菇的细

胞结构特点、营养方式以及繁殖方式的基础上，概括出真菌的主要特征，

达成本节课的知识目标；并通过比较、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思

维；通过橘子腐烂、潮湿的粮食堆、蘑菇的子实体等真实情境，为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奠定基础。第5题综合性作业是一个资料分析题，通过生动的语

言，描述了一次真菌感染其他生物的“故事”。“故事”情节中渗透着有

关真菌如何繁殖、如何获取营养的知识。让学生从自然界的普通场景中分

析生物学知识，既训练了学生分析资料的能力，同时通过分析“故事”中

蕴含的生物与环境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

第6题实践性作业是一项前置作业。在上课前一周左右布置安排，要求学生

在家中完成。让学生持续观察霉菌的生长过程并拍照记录。此项作业的设

计意图是让学生亲自观察生命现象。学生在生活中经常见到发霉的物品，

但对霉菌的生长过程并不了解。通过观察记录，让学生看到霉菌菌丝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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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及孢子逐渐成熟的过程，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课堂

学习提供了生动的学习资料。学生将发霉的橘子带到课堂展示后，在随后

的《观察酵母菌和霉菌》实验中，让学生从橘皮的青霉上挑取部分材料制

成玻片标本在显微镜下观察霉菌的形态结构特征。这样，从宏观到微观，

让学生对生命现象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进一步引导学生认识霉菌的结构与

其生活、繁殖方式是相适应的，利于形成生命观念。

案例4：《传染病及其预防》

◆ 巩固性作业

1.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有很多，下列疾病中，属于传染病的是（    ）

A．巨人症　　　　B．心脏病　　　　C．蛔虫病　　　　D．近视眼

2.流感患者、 抵抗力弱的人、流感病毒、飞沫或空气依次属于（    ）

A．传染源、易感人群、病原体、传播途径

B．病原体、传染源、易感人群、传播途径

C．易感人群、病原体、传播途径、传染源

D．传播途径、传染源、易感人群、病原体

3.春夏是手足口病的多发季节。专家提示要经常清洗儿童的玩具或其他

用品，让儿童养成勤洗手的习惯。这在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中属于（    ）

A．讲究个人卫生  B．保护易感人群

C．控制传染源  D．切断传播途径

◆ 综合性作业

4.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据报道，一种由吸血昆虫引发的致命疾病——查加斯病（也

被称做美洲锥虫症）正从美洲向全球逐渐蔓延，因感染者在患病初期出现

与艾滋病相似的症状，所以有关专家也把它称为美洲国家面临的“新型艾

滋病”威胁。

材料二　查加斯病通过一种名为锥蝽的吸血昆虫传播。锥蝽叮咬受害

者后，一种“克氏锥虫”会进入人体血液循环中，最终进入心脏并在心脏

中生存繁殖。这种病像艾滋病一样，容易通过血液传播，还可能在妊娠和

生育期间由母亲传播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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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　在被感染后，患者一般经历两个阶段——急性期和重症期。

急性期之后会进入一段无症状期，病情表面上会趋于缓和，再经过数年后，

患者才会进入重症阶段，出现便秘、腹痛以及消化系统疾病等病症，使器官

逐渐衰弱，直到死亡。如果尽早发现，感染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痊愈。

（1）根据以上资料提供的信息，你认为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什么？

（2）度过急性期处于无症状期的人属于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哪个环节？

锥蝽又属于哪个环节？

（3）该病的传播方式包括           、           、            等。从控制传染病

的角度看，对感染者进行药物治疗属于             。

（4）为预防传染病我们该怎样做？

◆ 实践性作业

5.通过报纸、网络等途径收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资料，制作手抄

报宣传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方法。

◆ 参考答案

1.C　2.A　3.D

4.（1）克氏锥虫　（2）传染源。传播途径。 （3）生物媒介传播　血

液传播　母婴传播　控制传染源　（4）略

◆ 设计意图

本节课作业包括5个题目，用时大约15分钟。

巩固性作业为3个基础题。通过完成作业，帮助学生进一步梳理传染病

有关概念，认识传染病的病因、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以及如何预防传染

病，从而达成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同时为学生形成辩证思维，学会利用生

物学知识参与社会活动奠定素养基础。第4题综合性作业是一道资料分析

题，资料中介绍了一种学生比较陌生的传染病，通过创设新的情境来考查

学生的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

去认识事物、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能力。第5题是实践性作业，设计

了查阅资料制作手抄报的活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全球近年来出现的比

较严重的新型传染病。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流行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本

题意在让学生关注这样一个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参与讨论并作

出理性解释，主动向他人宣传健康生活和关爱生命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