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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 教案   

信阳市第一高级中学  陈书佳 

一、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1．指导思想 

以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指导思想。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生物学课程学习过程

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解决真实情景中的实际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主要

包括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 

2．理论依据 

（1）《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倡导探究性学习”的课程理念。探究性学习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乐于探究，提高学生获取新知识的主动意识，同时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本节课的概念性内容相对较多，可在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事实、掌握归纳、总结

概念的能力。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强调在学习过

程中学生要能够主动发现问题，分析、搜集资料，学生要由被动接受灌输知识的角色变为信

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成为学生学习过程的理解者和学生学习的合作

者。 

二、教材分析 

《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这一节内容选自于人教版高中生物必修 1《分子与细胞》第 4

章第 3 节，主要包括 2 个部分内容，小分子物质或离子进出细胞的方式——被动运输、主动

运输和大分子物质（主要是大分子，也可能是小分子）进出细胞的方式——胞吞、胞吐，其

中被动运输又分为自由扩散和协助扩散。其知识结构如下图 1 所示： 

 
在本节之前学生学习了前 2 节《物质跨膜运输的实例》、《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

第 1 节主要说明了细胞膜是选择透过性膜，第二节阐明了膜的结构，解释了生物膜为什么具

有选择透过性，得出了生物膜的结构特性和功能特性，而本节在前两节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物

质是如何进出细胞的，既是对前 2 节知识的小结，又是对生物膜的选择性和流动性两个特点



的应用。本节的学习对学生理解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学习后面

课程细胞代谢相关知识的基础。 

三、学情分析 

1．学生心理分析 

本课的授课对象是高一学生，从学生的思维水平上看，其认知水平已处于形式运算阶段，

思维方式从具象思维转向抽象思维，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一定的观察、比较、分析、

解决问题、表达能力，自主学习意识不断增强，对事物的探究有热情，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

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2．学生认知分析 

从学生的认知水平上看，学生前面已学习了细胞膜的结构及功能、水分子的跨膜运输，

以及蛋白质多样性和蛋白质功能等知识，为本节课物质如何进出细胞的学习奠定了认知基础；

其次，学生在初中生物的学习中有一定生物基本知识，如学习了“氧气、二氧化碳在肺泡与

血液中的运输”，“小肠上皮细胞吸收葡萄糖”等作为实例的演示提供了认知素材。 

所以，本节课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资料、观看动画、绘制图表及构建模型等方式，帮

助学生实现对细胞膜控制物质进出方式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深刻领会膜结构与功

能相适应的观点。 

四、教学分析 

1．教学目标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有关本节内容的具体要求是： 

（1）举例说明有些物质顺浓度梯度进出细胞，不需要额外提供能量；有些物质逆浓度

梯度进出细胞，需要能量和载体蛋白； 

（2）举例说明大分子物质可以通过胞吞、胞吐进出细胞。 

根据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和课程理念，设计如下课程目标（根据这一出发点，思考本教

学设计的目标合理性）： 

【知识目标】 

1.通过实例分析说明物质跨膜运输方式及其特点； 

2.运用图表的方式，比较自由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的异同； 

3.阐述主动运输对细胞生活的意义。 

【能力目标】 

1.通过观察图片、动画，培养观察、分析能力； 

2.通过对主动运输原理与特点的探索，增强学生推理探究和归纳总结的能力。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1.认同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跨膜运输方式，甚至同一物质也会有不同的跨膜运输方式； 

2.体会细胞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 



2．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三种物质跨膜运输方式的特点。  

【教学难点】 

主动运输与被动运输的异同。  

五、教学方法设计 

本节知识是科学概念，具有抽象不易理解的特点，所以在处理教材的时候要注重与学生

原来认知紧密结合、引导思考，还要与现实相联系、感知概念。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

的层次关系，剖析概念层层深入。 

1．教法 

（1）讲授法：通过实例说明物质跨膜运输的几种方式。 

（2）直观演示法：教师展示不同物质进出细胞膜的过程，分析总结物质跨膜运输的几

种方式和特点，区别被动运输和主动运输。 

2．学法 

探究性学习：通过教师给出不同的实例，学生主动思考共同探究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和

特点。 

六、教学过程设计 

时间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3 分

钟 

 

 

 

回顾

旧知，

引入

新课 

 

【回顾旧知】细胞膜主要由磷脂分子和蛋白质构

成，在结构上具有流动性，在功能具有选择透过

性。 

【展示】 

 
图 1 细胞膜结构 

【提问】生物膜是如何对物质进行选择的？作为

主要成分的磷脂分子和蛋白质在物质运输过程中

分别起着什么作用？该怎样研究它们在物质运输

过程中各自的功能呢？ 

 

 

回忆旧知，

思考问题 

 

【预设】 

将某种物质

提取出来单

独研究 

 

 

通过问题

聚焦本节

课的研究

内容，激

发学生探

究的热

情。 



 

 

 

 

 

 

 

6 分

钟 

 

 

 

自由

扩散 

【过渡】科研人员制作出了人工无蛋白质的脂双

层膜，检测了不同物质跨膜运输的情况。 

【展示】 

 
图 2 不同分子和离子跨膜运输情况 

【提问】图 2 中哪些物质可以通过人工膜，哪些

物质不能通过？ 

【提问】气体、水、脂溶性小分子是如何通过人

工膜的呢？ 

【演示】打开提前泡好的咖啡，将咖啡倒入清水

中。 

【提问】闻到什么味道？观察到什么现象？这是

属于什么过程？具有什么特点？ 

【提示】气体分子向空气中运输，咖啡溶质向清

水中运输。 

【设疑】气体在细胞内是不是也是通过扩散进出

细胞呢？ 

【演示动画 1】利用多媒体展示肺泡与空气的气

体交换动画。 

  
【提问】 

O2与CO2进出细胞的方向与气体分子的浓度有关

吗？ 运输方向如何？ 

【总结】自由扩散：物质通过简单的扩散作用进

出细胞的过程。 

 

 

 

 

通过观察得

出： 

气体、水、

脂溶性小分

子可以通

过，葡萄糖、

氨基酸、离

子不能通过

人工膜。 

 

 

【预设】扩

散；高浓度

向低浓度运

输 

 

 

 

 

 

观察气体进

出肺泡过

程，思考问

题：O2与

CO2都是高

浓度向低浓

度运输。 

渗透科学

探究思

维，体现

结构与功

能相适应

的观点。 

 

 

观察现

象，发现

问题。 

 

 

 

唤醒学生

元认知

——扩散

的认识，

为后面的

学习奠定

基础。 

 

通过动态

媒体演

示，将微

观的生物

学现象及

过程变得

形象化、

具体化， 

通过学生

对概念的

感性认识

进而上升



【板书】 

自由扩散  高浓度向低浓度  如气体、水 

到理性认

识。 

 

 

 

 

 

5 分

钟 

 

 

 

 

 

协助

扩散 

【过渡】再次展示不同分子和离子跨膜运输情况 

 
【提问】葡萄糖不能通过无蛋白质的脂双层，但

葡萄糖作为最主要的能源物质，它是如何进入红

细胞，随血液循环被运输到全身的？ 

【提示】人工膜与细胞膜有何不同？蛋白质具有

哪些功能？ 

【设问】葡萄糖进入红细胞是不是和蛋白质有关

呢？ 

【演示动画 2】葡萄糖进入红细胞的过程。 

 
【提问】观察葡萄糖跨膜运输的方向是怎样的？

它和自由扩散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小结】协助扩散：进出细胞的物质借助载体蛋

白的扩散。 

【板书】 

协助扩散 高浓度向低浓度 需要载体 如葡萄糖

进入红细胞 

 

 

 

【预设】人

工膜没有蛋

白质，蛋白

质具有运输

载体的功能 

 

 

 

 

【预设】运

输方向是从

高浓度向低

浓度运输，

与自由扩散

的不同之处

在于有载体

蛋白的协

助。 

 

 

 

 

 

 

 

 

 

 

 

 

 

 

 

 

观看动

画，感性

与理性相

结合。 

 

 

 

 

 

1 分

钟 

 

被动

运输 

【引导对比】自由扩散与协助扩散有何共同特

点？ 

【归纳总结】被动运输：由高浓度向低浓度转运，

也叫顺浓度梯度转运。 

 

【预设】都

是从高浓度

一侧运输到

低浓度一 

两种方式

的对比，

强化概

念。 



 

 

 

 

 

 

 

 

10

分钟 

 

 

 

 

 

 

 

 

主动

运输 

【提问】物质能不能逆浓度梯度进行转运呢？ 

【举例】比如人体摄食约 3 小时后小肠上皮细胞

内葡萄糖的浓度远远高于细胞外，若旅行途中你

没有能源物质可以补充了，那外面这些稀少的葡

萄糖如何逆浓度梯度进入小肠上皮细胞呢？ 

【展示模型】假如山脚一批货物，它如何逆流而

上，到达顶峰？ 

    
【引导】物质逆浓度运输过程需要什么条件呢？

同学们能做出什么假设？ 

【做出假设】基于问题情境做出假设 1：物质逆

浓度梯度跨膜转运过程中需要载体协助。假设 2：

物质逆浓度梯度跨膜转运过程中需要消耗能量。 

【验证假设】 

【演示动画 3】葡萄糖进入小肠上皮细胞的过程。 

 
【得出结论 1】物质逆浓度梯度跨膜转运过程中

需要载体协助。 

【展示】科研人员离体培养小肠上皮细 

胞，葡萄糖吸收速率与能量的关系的实验结果图。 

 
【提问】大家发现从原点开始随着能量的增加，

葡萄糖吸收速率也在增加，这说明了什么？ 

【提问】那为什么在 a 点之后能量继续增加，而

【预设】学

生猜想能 

 

 

 

【预设】用

小车载着物

体并给它一

个外力。 

 

 

小组合作讨

论 

【预设】假

设 1：物质

逆浓度梯度

跨膜转运过

程中需要载

体协助。假

设 2：物质

逆浓度梯度

跨膜转运过

程中需要消

耗能量。 

 

 

 

 

 

 

 

【预设】葡

萄糖逆浓度

转运需要能

量。 

 

 

 

 

建构模

型，攻克

难点，为

主动运输

提供一个

支架。 

 

 

引导科学

探究，发

展学生的

科学思

维。 

 

 

看动画，

感性与理

性相结

合，明确

物质主动

运输的所

需要的必

备条件，

小组合

作，共同

归纳总结

主动运输

的概念，

以达到突

破难点 

 



转运速率几乎不变，这是为什么？ 

【引导】想想现在货物还有，可是没相对应的车

了，那即使我给它能量，它能运走吗？ 

【推理出】a 点之后就是受到了载体数量及种类

的限制。 

【得出结论 2】物质逆浓度梯度跨膜转运过程中

需要消耗能量。 

【小结】主动运输：物质逆浓度梯度运输，需要

载体协助，需要消耗能量的运输方式。 

【板书】 

主动运输  低浓度向高浓度 需要载体 需要能量  

如葡萄糖、离子进入小肠上皮细胞 

 

【预设】不

能 

 

 

前后呼

应，用模

型打比

方，利于

学生对主

动运输的

两个条件

理性认

识。 

6 分

钟 

 

三种

运输

方式

的比

较 

 

 

 

 

 

三种

运输

方式

的关

系和

对生

命活

动的

意义 

【列表比较】 

 
【思考】 

1.一种物质是不是只有一种运输方式？请举例说

明 

2.三种运输方式之间有什么关系？ 

3.物质跨膜方式对生命活动具有什么意义？ 

【演示动画】不同物质进出细胞的过程。 

 
【总结】一种物质可以有多种运输方式，比如葡

萄糖既有协助扩散又有主动运输、肾小球的重吸

收过程中水的自由扩散和协助扩散一起进行等

完成表格 

 

 

 

 

 

 

 

 

 

 

 

 

思考问题，

观看动画，

尝试解答问

题。 

列表比

较，建立

知识间的

关联，促

进思维横

向迁移，

帮助学生

有效进行

知识建

构。 

 

增强学生

推理探究

和归纳总

结的能力 



等，所以在生物体中三种跨膜运输是相互联系相

互协助的；物质的 3 种运输方式,是产生并维持了

膜两侧不同物质特定的浓度分布，从而维持细胞

正常的生命活动，其中主动运输通过主动选择吸

收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排出代谢废物和对细胞有

害的物质。 

 

 

 

5 分

钟 

 

 

 

 

 

 

胞吞、

胞吐 

【过渡】小分子和离子可以借助载体蛋白通过细

胞膜，但对于像胃蛋白酶、胰岛素这样的大分子

蛋白质却无能为力。那么分泌蛋白是如何被运输

到胞外的呢？ 

【演示动画】 

 
【提问】什么叫胞吞？什么叫胞吐？胞吞、胞吐

需要消耗能量吗？胞吞、胞吐 

对生物体有什么意义？胞吞、胞吐的完成与细胞

膜的流动性有何联系？ 

【总结】胞吞：细胞摄取大分子时，内陷形成小

囊包围大分子，从膜上分离下来形成囊泡进去胞

内的过程。胞吐：细胞外排大分子时，膜内形成

囊泡，囊泡与细胞膜融合将大分子排出细胞的过

程。 

【板书】 

胞吞、胞吐：大分子物质，如胰岛素、抗体 

 

 

 

 

 

 

 

 

 

 

【预设】 

需要能量，

膜融合过程

以细胞膜的

流动性为基

础的。 

 

激起疑问 

 

 

 

 

 

 

 

通过联系

膜的流动

性特点，

加强前后

知识间的

联系，体

会结构与

功能的相

统一。

 

 

 

 

2 分

钟 

课堂

小结 

完善板书，根据板书画出概念图归纳总结。   

 



七、板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