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绪  论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2．描述人体的解剖方位和解剖面，明确人体的基本结构层次。

3．能举例说出人体的主要器官及八大系统。
4．能解释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原因。

教学基本

内容

一、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二、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常用的解剖学术语

(二) 生理学的实验方法

教学重点 常用的解剖学术语，人体的基本结构层次

教学难点 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

德育渗透 努力学好各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素质。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挂图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人体解剖生理学是研究(          )和(             )的科学。

2．将人体分为前后两部分的面是（     ）

A 矢状面  B 冠状面  C 水平面  D 横切面  E 额状面

3．解释  正中矢状面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积极回答

问题

[导入新课] 

什么人体解剖生理学？它包括哪几各方面的内容？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总结出：这门课就是研究

正常人体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规律的科学的一门课程

从而导入新课。

5

分钟

提问

学生分组按

要求进行

[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一)人体解剖学：human anatomy 
(二)人体生理学：human physiology 
二、人体解剖生理学的研究方法：

    人体结构的层次：

细胞 cell (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基本组

织（上皮、结缔、肌、神经）→器官→系统 system 
(运、消、呼、循、泌、内、神、生) →整体

   　（一）解剖学方位    解剖学姿势

   　方位术语

  　　1、上和下

2、前和后

3、内侧和外侧

4、内和外

5、浅和深

    　轴和面

1．轴：（1）矢状轴（2）冠状轴（3）垂直轴

2．面：人体可以有互相垂直的三种类型面

（1） 矢状面正中矢状面（2）冠（额）状面(3)水平

面

或称横切面

(二) 生理学的实验方法： 

⒈急性实验法：⒉慢性实验法： 

新知识渗透：       

立体“解剖图谱”即将问世

67

分钟

首先介绍这门

课程的特点和

学习方法，要

求学生作好笔

记，认真完成

课后作业。

找几位学生先

数一下自己在

安静状态下呼

吸频率和心率，

然后站起来，

原地跳动 100

次，再数一下

自己的呼吸频

率和心率，比

较其有何变化？

呼吸加快，心

跳加快，这又

是为什么？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人体的解剖方位和解剖面..   

熟悉：生理学研究对象、任务，人体的结构层次

5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人体解剖生理学是研究(          )和(             )的科学。

2．将人体分为前后两部分的面是（     ）

A 矢状面  B 冠状面  C 水平面  D 横切面  E 额状

面

3．解释  正中矢状面

3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细   胞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细胞膜的分子结构和化学成分。

2.叙述细胞膜的物质转运功能。

3.简述细胞膜受体的组成和作用。

教学基本

内容

一、细胞膜

（一）化学组成    （二）分子结构 

二、细胞膜的功能

（一）物质转运功能　（二）受体功能

教学重点 细胞膜的功能

教学难点 细胞膜的分子结构、细胞膜的受体功能

德育渗透 教育学生加强集体主义观念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模型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试述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方式及特点。

2.细胞膜也称______，其分子结构假说的基本内容是___________
_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化学成分组成。

3.细胞膜转运物质的方式有几种？K+、Na+、O2、H2O、葡萄糖、细

菌是如何进出细胞的？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新知识渗透：

   能，从体内取出的组织、细胞，在无菌、适当温度和

一定条件下，模拟体内生理环境，细胞便能生存和生长

并维持它的结构和功能，这就是组织培养和细胞培养。组

织培养和细胞培养具有重大的意义。试管婴儿的诞生是与

细胞培养分不开的。

5

分钟

提问：细胞

离开人体后

还能生存吗？

边听边思

考，做笔

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细胞（cell）

细胞是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生长发育

的基本单位. 

一、细胞膜cell membrane又称质膜

(1) 化学组成:

⒈膜类脂：⒉膜蛋白：⒊膜糖： 

(二)分子结构：液态镶嵌模型学说(fluid mosaic

model) 
二、细胞膜的功能

（一）物质转运功能　　常见的跨膜方式：

1、单纯扩散simple diffusion

1）特点： 2)转运的物质：

2、易化扩散facilitated diffusion：

 1）特点： 2)转运的物质：

3、主动转运 active transport：

1) 特点：2) 转运的物质：

4、出胞 exocytosis和入胞 endocytosis作用   

 (二)受体(receptor)功能

1.组成：

2.作用： 

（三）膜抗原是指细胞膜上具有特殊功能的糖蛋

白或糖脂。包括与细胞识别功能有关的组织相容

性抗原和区别人体不同血型的血型抗原。

67

分钟

精讲、启发点

拨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重点、难点及对学生要求（包括掌握、熟悉、了

解、自学）

1. 掌握：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功能，

2. 熟悉：细胞膜的基本结构和细胞膜受体功能

5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试述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方式及特点。

2.细胞膜也称______，其分子结构假说的基本内

容是______________由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三种化学成分组成。

3. 细 胞 膜 转 运 物 质 的 方 式 有 几 种 ？

K+、Na+、O2、H2O、葡萄糖、细菌是如何进出细胞

的？

3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授课班级 课  时 6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掌握细胞的生物电现象及其产生原理。

2.熟悉兴奋性的概念；兴奋在神经纤维上传导的原理。 

3.了解肌细胞收缩的原理，刺激引起兴奋的条件。

教学基本

内容

一、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一）静息电位  （二）动作电位  （三）局部电流

二、 肌细胞的收缩功能

教学重点 细胞的生物电现象及其产生原理

教学难点 细胞的生物电现的产生原理、肌细胞收缩的原理

德育渗透 以人为本，倡导人性化的服务模式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模型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试述细胞膜的跨膜物质转运方式及特点。

2.细胞膜也称______，其分子结构假说的基本内容是___________
_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化学成分组成。

3.细胞膜转运物质的方式有几种？K+、Na+、O2、H2O、葡萄糖、细

菌是如何进出细胞的？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新知识渗透：电现象的发现，极大促进了生物学及医学

事业的发展。人体各器官表现的生物电现象都是以细胞水

平的生物电现象为基础的。细胞的生物电现象主要是跨膜

离子流动造成的。

5

分钟

激发

学生兴趣

边听边思

考 ，做笔

记

[教学内容]

第三节 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一、细胞的生物电活动

（一）静息电位（Resting potential, RP)

（二）动作电位

（三）局部电流

动作电位

* 大小与刺激强度无关* 不衰减传导* 不能融合

局部电位的特点：

*大小与刺激强度有关

*衰减传播----电紧张性扩布 

*可能总和:时间性总和、空间性总和

二、 肌细胞的收缩功能

（一） 神经-肌接头兴奋的传递

（二）骨骼肌收缩的分子机制

（三）兴奋收缩藕联

227

分钟

精讲

启发点拨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重点、难点及对学生要求（包括掌握、熟悉、了

解、自学）

1. 掌握：细胞的生物电现象及其产生原理。

2. 熟悉：熟悉兴奋性的概念；兴奋在神经纤维

上传导的原理。 

3.了解肌细胞收缩的原理，刺激引起兴奋的条件。

5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 给患者口服补充含 Na+的电解质液体时，

为什么要加入适量的葡萄糖？

2. 刺激引起神经兴奋的内因和外因是什么？

3. 当兴奋在球形细胞上传导时，为什么不会

沿细胞膜反复在细胞上循环不停？

3

分钟



4. 为什么动作电位的大小不因传导的距离增

大而降低，这是否有违能量守恒定律？

5. 血K+浓度变化对兴奋性、静息电位和动作

电位分别有何影响？说明其机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基本组织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四种基本组织的类型.2．简述被覆上皮的分布情况和功

能.

3．会区分内、外分泌腺.  4．说出神经元的组成和作用.

5. 解释神经纤维，并说出其分类.

教学基本

内容

一、上皮组织 

二、结缔组织

三、肌组织

四、神经组织

教学重点 被覆上皮的分布情况和功能、神经元的组成和作用

教学难点 神经元的组成和作用

德育渗透 学会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模型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用表格的形式对四种基本组织进行比较概括出重点。

2.肌组织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

3.人体的基本组织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神经细胞又称_____，由______和______两部分组成，具有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的功能。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回答问题
[导入新课] 

    错综复杂的个体是来源于一个受精卵细胞，由

于受精卵的分裂产生很多的细胞，随着胚胎的发育，

细胞在形态、机能上发生了分化而形成了各种组织，

从而导入新课----基本组织

5

分钟

提问：人

体的来源

分小组讨

论，由组

长汇报讨

论的结果。

学生回答

问题

[教学内容]

第二节  基本组织（basic tissue）
即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组织和神经组织。

一、上皮组织： 

(一)被覆上皮

（二）腺上皮

二、结缔组织：固有结缔组织(疏松结缔组织、

致密结缔组织、网状组织、脂肪组织)、骨和软骨、血

液和淋巴。

三、肌组织：由具有收缩能力的肌细胞构成。肌

细胞呈纤维状,肌纤维的胞质又称肌浆,内含有大量

的肌原纤维,是肌细胞收缩的形态基础。

（一）骨骼肌：又称横纹肌,受意识支配,是随意
肌。

（二）心肌组织：不受意识支配,是不随意肌。

（三）平滑肌组织：主要分布于消化管、呼吸道、

血管壁上,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支配。

四、神经组织：由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具有感

受刺激和传导兴奋的功能)和神经胶质细胞(支持、营

养和保护神经元)构成。

(一)神经元：neuron

(二)神经纤维：nerve fiber 
(三)神经末梢： 

67

分钟

提 问 ： 人

体 的 细 胞

有几种？

提 问 ： 一

个 人 的 力

气有多大？

为 什 么 手

无意中触

到针尖会

立刻缩回。

又如 “ 两

快一 慢 ”

注射法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把上面所讲的四种基本组织进行比较概括出重

点。主要从分布和功能上来比较。

3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用表格的形式对四种基本组织进行比较概括

出重点。

2.肌组织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

3.人体的基本组织有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神经细胞又称_____，由______和______两
部分组成，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功

能。

5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血  液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简述血液的组成及功能。

2.叙述血浆蛋白、血浆渗透压的种类及功能。

教学基本

内容

1、 概述
2、 血液的组成和特性——血浆的成分及功能
3、 血液的理化性质

教学重点
血液的组成及功能、血浆蛋白、血浆渗透压的种类及功能。

教学难点 渗透压的概念

德育渗透 习惯几乎可以绑住一切，只是不能绑住偶然。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简述血液的功能？

2．何谓内环境，何谓内环境稳定？血液在调节内环境稳定中有何意义？

3．简述血浆蛋白的主要功能？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回答问题
[导入新课]     习惯与自然

一根小小的柱子，一截细细的链子，拴得住一

头千斤重的大象，这不荒谬吗？可这荒谬的场景在

印度和秦国随处可见。那些驯象人，在大象还是小

象的时候，就用一条铁链将它绑在水泥柱或钢柱上，

无论小象怎么 yo用力都无法挣脱。小象渐渐地习惯

了不挣扎，直到长成了大象，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

链子时，也不挣扎。 

    驯虎人本来也像驯象人一样成功，他让小虎从

小吃素，直到小虎长大。老虎不知肉味，自然不会

伤人。驯虎人的致命错误在于他摔了跤之后让老虎

舔净他流在地上的血，老虎一舔不可收，终于将驯

虎人吃了。 小象是被链子绑住，而大象则是被习惯

绑住。 虎曾经被习惯绑住，而驯虎人则死于习惯

（他已经习惯于他的老虎不吃人）。

5

分钟

通过习惯

与 自然的

寓言故事

导入新课

分小组讨

论，由组

长汇报讨

论的结果。

学生回答

问题

[教学内容]

一、 概述

体液：机体内的液体成分。

细胞内液：细胞内所含的水份。

细胞外液：细胞外所含的水份。

二、血液的组成和特性——血浆的成分及功能

血浆蛋白

• 分类：白蛋白，球蛋白，纤维蛋白原

• 功能：

三、血液的理化性质

 （一）红细胞的悬浮稳定性

（二）血液的粘滞性

（三）血浆渗透压

（四）血浆的 pH值

67

分钟

理 论

和 生 活事

例相结合,

由浅入深,

让学 生得

出结论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血液的组成，血细胞的生成，内环境的概念。

熟悉血液的理化特性和生理功能。

3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简述血液的功能？

2．何谓内环境，何谓内环境稳定？血液在调节内

环境稳定中有何意义？

3．简述血浆蛋白的主要功能？

5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血  液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解释溶血、血细胞比容、贫血，并说明贫血的原因和类型.

2.记忆血细胞正常值及功能，并说出白细胞的分类

教学基本

内容

血细胞及其功能
一、红细胞

二、白细胞

三、血小板

教学重点 血细胞的正常值及生理功能

教学难点 白细胞的分类及生理功能

德育渗透 教育学生要时时提醒自己检讨身边发生的事情，自己的

应对举措，保持必要的冷静。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简述三种血细胞的正常值及生理功能。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回答问题
[导入新课]  从北极熊舔血的故事想开去

爱斯基摩人根据北极熊嗜好血腥味的特点，猎

取北极熊前，先杀掉一只海豹，然后把海豹的血倒

入一个桶里，桶内的血液中插上一把双刃刀。双刃

刀被冻结在顷刻凝固的海豹血中央，像一个大冰棒。

北极熊生性嗜血如命，它很开心舔血冰棒。慢慢地，

冷酷的血冰棒会让它的舌头有些麻痹，后来舔到一

定程度，双刃刀片划破了它的舌头，血的味道越来

越好，热热的，因为从这时开始，北极熊就是在自

己舔自己的血。北极熊就越舔越起劲。最后，北极熊

因失血过多，晕死过去。 

5

分钟

教育学生

要时时提

醒自己检

讨身边发

生的事情，

自己的应

对举措，

保持必要

的冷静。

分小组讨

论，由组

长汇报讨

论的结果。

[教学内容]     血细胞及其功能
一、红细胞
1、红细胞的形态和数量
2、红细胞的生理功能
3、生成和破坏
二、白细胞
（一）白细胞的分类、数量、形态
（二）白细胞的功能
（三）白细胞的生成与破坏
三、血小板
1、血小板的形态，结构，数量
2、血小板的功能
参与血液凝固
维持血管内皮的完整性
3、血小板的生成

67

分钟

理 论 和 生

活事例 相

结合,由浅

入深,让学

生得出 结

论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1.掌握溶血、血细胞比容、贫血，并说明贫血的原

因和类型，血细胞正常值及功能。

2.熟悉白细胞的分类

3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RBC的生理功能为        、        ，
PLT的正常值为          。
2.当            下降时，可引起组织水肿。     
3.血液的 WBC可分为     、     、     、     、  
。
4.血液是由      和     两部分组成，血液的 pH
值为      。
5.中性粒细胞的主要功能是（   ）
B淋巴细胞的功能是（   ）
A、细胞免疫 B、体液免疫 C、吞噬异物 D、释放组织
胺 E、参与凝血

5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血  液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解释血液凝固、纤溶、凝血因子。

2．比较血液凝固和纤溶的基本过程。

3. 说明 ABO血型的形成机制及分类及输血的原则。

教学基本

内容

1、 血液凝固
2、 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3、 凝血与纤溶的动态平衡
4、 血型

教学重点
血液凝固过程、血型分类。

教学难点
纤维蛋白溶解与抗纤溶。

德育渗透 教育学生狗屎运也许能使你抵达顶峰，但它不能使你永

远呆在那儿。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简述体内凝血的主要过程。

2、简述纤维蛋白溶解的过程

3、ABO血型分类的依据是什么？鉴定ABO血型有何临床意义？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回答问题
[导入新课]       火鸡和公牛 

   一只火鸡和一头公牛在聊天。"我非常想到那棵

树顶上去，"火鸡叹口气道，"但是我没有那份力

气。""这样啊，那你为什么不吃点我的粪便呢？"公

牛答道，"那里面充满了营养。"火鸡吃了一团牛粪，

发现它真的使自己有力气到达树的第一个分叉处。

第二天，在吃了更多的牛粪以后，火鸡到达了树的

第二个分叉处。最终两星期后，火鸡非常骄傲地站

在了树的顶端。但不幸的是，没多久，它就被一个

农夫盯上了，并且农夫非常利索地就将火鸡射了下

来。

5

分钟

教育学生

狗屎运也

许能使你

抵达顶峰，

但它不能

使你永远

呆在那儿。

分小组讨

论，由组

长汇报讨

论的结果。

[教学内容]

一、血液凝固

（一）体内的抗凝因素

（二）体外的抗凝因素

（三） 体外的促凝因素

二、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纤溶酶原激活物

血液中的激活物

组织激活物

尿激活物

动物毒素

三、 凝血与纤溶的动态平衡

四、 血型 

（一）ABO血型系统

（二）异型输血 

67

分钟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血液凝固与抗凝系统：凝血因子与凝血

过程。纤维蛋白溶解与抗纤溶。血型与输血。

3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简述体内凝血的主要过程。

2、简述纤维蛋白溶解的过程

3、ABO血型分类的依据是什么？鉴定ABO血型有

何临床意义？
4、某人失血后输入 A型血和 AB型血各100ml均未发
生凝集反应，该失血者的血型是（ ）。
A、A型 B、B型 C、O型 D、A型或 B型 E、AB型 

5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血型鉴定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掌握ABO血型系统的划分，明确 ABO血型的分类

2.观察红细胞凝集现象，掌握ABO血型鉴定的原理。

教学基本

内容

学会血型鉴定实验操作

教学重点 血型鉴定的方法

教学难点 血型鉴定的原理

德育渗透 献血前的注意事项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模型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O型血清与其他 RBC相混时（ ）。 
 A、无反应   B、将会发生凝集反应     C、将会出现血液凝固   
D、将会引起RBC肿胀  E、将会发生溶血反应
2.O型血的人可以接受（ ）型人的血。
A、A型 B、B型 C、AB型 D、O型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回答问题
[导入新课] 

    

人体失血后危及生命怎么办？

5

分钟

提问：人

体失血后

危及生命

怎么办？ 

分组配合

实际操作

[教学内容]

一、实训目的 

1.掌握 ABO血型系统的划分，明确 ABO血型的分类

2.观察红细胞凝集现象，掌握 ABO血型鉴定的原理。

                     

二、实训仪器设备及材料

采血针、酒精棉球、载玻片、抗 A试剂、抗 B试剂

三、试验原理

利用 A型、B型两个标准血清，分别与未知抗原

的受试者的血样相混合，观察有无凝集现象，从而

测知受试者的红细胞上有无 A凝集原或 B凝集原，

抗 A凝集素可使含 A凝集原的红细胞发生凝集，抗

B凝集素可使含 B凝集原的红细胞发生凝集。

四、实训内容及步骤

首先用医用酒精对采血部位进行消毒，然后用

采血针刺破手指进行采血，并挤出血液于载玻片的

两端各滴一滴，再加入抗 A试剂一滴于载玻片上的

一端的血液中、加入抗 B试剂一滴于载玻片上的另

一端的血液中，并使每侧试剂和血液混和。静置后

观察有无凝集反应，并判断血型。

五、实训结果

六、结果分析 

67

分钟

指导学生

正确操作、

判断结果、

结果分析。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1.掌握 ABO血型系统的划分依据，ABO血型鉴定的

原理，明确 ABO血型的分类。

2.熟悉红细胞凝集现象。 

3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O型血清与其他 RBC相混时（ ）。 A、无反应   
B、将会发生凝集反应     C、将会出现血液凝固   
D、将会引起RBC肿胀  E、将会发生溶血反应
2.O型血的人可以接受（ ）型人的血。
A、A型 B、B型 C、AB型 D、O型
3．某人血清中无抗 A、抗 B凝集素，红细胞膜无Rh
抗原，其血型属于（  ）A、AB型、Rh阴性 B、O型 、
Rh阳性 C、AB型、Rh阳性 D、O型、Rh阴性
4．关于Rh血型系统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在人类与 ABO血型同时存在   B、抗原存在于红
细胞表面  C、我国大多数人为 Rh阴性   D、人血清
中不存在能与该抗原起反应的天然抗体   E、Rh阴
性者第一次接受Rh阳性血液不会出现凝集反应

5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能量代谢和体温

授课班

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解释体温、基础代谢率、食物的特殊动效应，说明体温相对稳定

的意义。

2.说出人体能量的来源、产热的器官、散热的主要部位及方式、体温

调节中枢的位置。  3.理解体温调定点学说。

教学基本

内容

1、 能量代谢

二、体温极其相对稳定的意义 

三、散热的过程

四、体温调节中枢

教学重点 体温相对稳定的意义、人体能量的来源、产热的器官、散

热的主要部位及方式、体温调节中枢的位置

教学难点 体温调定点学说

德育渗透 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哪些因素能影响能量代谢？测定基础代谢率时应注意什么？

2.间接测热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计算步骤有那些？

3.引起正常体温变动的因素有哪些？

4.试述维持体温恒定的调节机制。

5.发热病人为什么常伴有寒战？

学 生 活

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 

   恒温动物维持体温恒定的机能是在进行过程

中产生的。低等动物没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构，

它们的体温随着环境而发生改变，称为变温动物。

变温动物只有在其适宜温度范围内才能生长、繁

殖和进行正常活动。而当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时，

它们将隐蔽起来或进入休眠。鸟类、哺乳类、尤其

是人类的体温调节机制进化完善，在不同环境温

度下都能保持体温相对稳定，为恒温动物。

 

3 分

钟

学 生 回

答

[教学内容]      第七章  能量代谢和体温

2、 能量代谢

   （一）人体能量的来源

食物的特殊动力效应

基础代谢率(ＢＭＲ)

（二）产热的器官

二、体温极其相对稳定的意义 

三、散热的过程

（1） 散热的主要部位

（2） 散热的方式

四、体温调节中枢

体温调节机制——调定点学说

67

分钟

提问： 

什么是中暑？

如何急救？

[教学小结]

1.掌握：能量代谢测定的原理与影响能量代谢的

主要因素；维持体温相对稳定的机制。

2.熟悉：几种营养物质在体内的能量转化过程；

体温的测定方法及体温的正常变动。

5 分

钟

[布置作业] 复习思考题：

1.哪些因素能影响能量代谢？测定基础代谢率时

应注意什么？

2.间接测热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计算步骤有

5 分

钟



那些？

3.引起正常体温变动的因素有哪些？

4.试述维持体温恒定的调节机制。

5.发热病人为什么常伴有寒战？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运动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运动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描述骨的形态和构造.
3.叙述关节的基本结构及运动形式.
4.记忆脊柱、胸廓的组成和作用.

教学基本

内容

一、运动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二、骨

三、骨连接

四、脊柱和胸廓

教学重点 运动系统的组成及功能，关节的基本结构及运动形式，

脊柱、胸廓的组成和作用

教学难点 关节的基本结构，胸廓的作用

德育渗透 运动系统的锻炼与保健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哪些因素能影响能量代谢？测定基础代谢率时应注意什么？

2.间接测热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计算步骤有那些？

3.引起正常体温变动的因素有哪些？

4.试述维持体温恒定的调节机制。

5.发热病人为什么常伴有寒战？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回答 [导入新课] 

   通过对学生回答的结果进一步强调人体之

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外形是长期劳动和直立吸

行走的结果而导入新课运动系统。

 

3

分钟

提问：人体

的外形从上

到下可以分

为几部分

边听边思

考，做笔

记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运动系统 

一、骨 bone   人体共有 206块骨。

1.骨的形态   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

2.骨的构造   主要由骨质、骨膜、骨髓构成。

1）骨质 bone substance
2）骨膜 periosteu  
3）骨髓 bone marrow  
3、骨的分布   

二、骨连结  

（一）关节 articulation (joint)的基本结构

1、关节面 marticular surface 
2、关节囊 articular capsule  
3、关节腔 articular cavity   

（二）关节的辅助结构   

（三）关节的运动形式   

（五）骨与骨连结形成的特殊结构     

1、脊柱
2、胸廓 thorax　　

67

分钟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1.运动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关节的基本结构及运动形式。   

熟悉：1.骨的形态和构造。

      2.胸廓和脊柱的组成和作用。

5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关节的构造如何适应其连接的牢固性和灵

活性？

2.举例说明骨骼肌在运动中的协作关系。

3.运动系统由（　 ）（　   ）（　    ）

组成，具有（　    ）（　     ）（

 ）的功能。

3

分钟



4.人体共有骨（　）块，各骨以（　）相连

构成骨骼。

5.关节的基本结构包括（　  ）（　  ）（

）。

6.骨的构造包括骨质、骨膜、骨髓。

7.脊柱的椎管内容纳着脊髓。

8.关节的基本结构包括关节头、关节面和关节

囊。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脉管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简述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 叙述血液循环的途径及功能.
3. 描述心脏的主要形态结构特点.
4．说出心传导系统的组成.

教学基本

内容

  体循环 systemic circulation 的路径   

  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 的途径  

心血管系统 ——心脏

教学重点 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及功能、血液循环的途径及功能、描述心

脏的主要形态结构特点

教学难点 4．说出心传导系统的组成

德育渗透 坚持“人人平等”的生活原则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⒈心血管系统由（    ）（    ）（    ）和（      ）组成。

⒉在循环系统中，心脏起（    ）功能，动脉是（    ）的管道，

静脉是（    ）的管道。

⒊心脏共有四个腔（      ）（      ）（      ）（      ）。

⒋心传导系统包括（      ）（      ）（      ）（      ）（

）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炎，发高烧、咳嗽，医生除

了给他吃一些药外，还要在病人的臀部肌肉里打

上几针青霉素，肺炎就逐渐的消退，为什么在臀

部打针，肺部的炎症就会好转？药液怎么会从臀

部肌肉跑到肺部去呢？这是由于循环系统的血液

运输的结果。导入新课循环系统。

 

3分钟 提问

学生思考

回答

[教学内容]

第六节  循环系统 circular  system
  循环系统包括心血管系（血液）和淋巴（淋

巴液）系，是人体内的一套密闭的连续管道系统。

  血液循环根据其循环路径不同可分为体循环

和肺循环两种。

  体循环 systemic circulation 的路径   

  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 的途径  

一、心血管系统 

（一）心脏： 

1．主要形态结构特点：

2．心传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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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那么循环系统还

能运输那些物质？

循环系统又为什

么会完成这些繁

重的运输任务？

通过挂图演示循

环系统的组成。

边听边思

考，做笔

记

[教学小结]

掌握：1.心血管系统的组成及功能.
2.叙述血液循环的途径及功能.

熟悉：3.描述心脏的主要形态结构特点.
  4.说出心传导系统的组成.

5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⒈心血管系统由（    ）（    ）（    ）和（

）组成。

⒉在循环系统中，心脏起（    ）功能，动脉是

（    ）的管道，静脉是（    ）的管道。

⒊心脏共有四个腔（      ）（      ）（

）（      ）。

⒋心传导系统包括（      ）（      ）（

）（      ）（      ）

3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脉管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比较普通细胞和自律细胞  2.说明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特征

3.说出心肌细胞的生理特性  4.叙述心肌细胞兴奋性变化的特征

5.说明房室延搁的现象及意义

教学基本

内容

一、心肌细胞的分类

二、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三、心肌的生理特性

教学重点 说明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特征、说出心肌细胞的生理特性

叙述心肌细胞兴奋性变化的特征、房室延搁的现象及意义

教学难点 说明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的特征、叙述心肌细胞兴奋性变化的特征、

房室延搁的现象及意义

德育渗透 心脏趣闻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名词解释    心率  心动周期  自律性

2.说明房室延搁的现象及生理意义。

3.心肌的电生理特性有（      ）（      ）（      ）。心室肌的生理特性

有（      ）（      ）（      ）

4.心肌在一次兴奋的过程中，其兴奋性的周期性变化可分为（        ）（

）（       ）三个时期，其中（        ）期特别长。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 

人们估计人体是由一千多万亿个细胞组成，

这些细胞要进行生命活动，要吃喝、要呼吸，

这就需要人体内有个四通八达，高效率的运输

网，给细胞及时运来氧气和 养料，把细胞排

出的二氧化碳和废物运走，这样，才能保证细

胞的生命活动正常进行。完成氧气、养料、二氧

化碳和废物的运输任务的是循环系统，它好比

人体的运输公司。

 

3 分

钟

学生回答

学生回答

[教学内容]

一、心肌细胞的分类：

二、心肌细胞的生物电现象

三、心肌的生理特性

(一)自动节律性 (autonomy)：
1．自律组织

2．自律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二)兴奋性：

1．变化特征
2．期前收缩和代偿间歇

(三)传导性：

(四)收缩性

(五)离子对心肌生理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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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 问 ： 生

物电现象

的产生机

制

Ca2+ 有 何

作用？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1．掌握心肌的生理特征。

2．掌握自律性、心率、心动周期等概念

3．熟悉心室肌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以及其形

成机制； 

5 分

钟

总结



4．熟悉影响兴奋性的因素；兴奋性的周期性

变化与心肌收缩活动的关系。

[布置作业]

1.名词解释    心率  心动周期  自律性

2.说明房室延搁的现象及生理意义。

3.心肌的电生理特性有（      ）（      ）

（      ）。心室肌的生理特性有（      ）

（      ）（      ）

4.心肌在一次兴奋的过程中，其兴奋性的周期

性变化可分为（        ）（        ）（

）三个时期，其中（        ）期特别长。

5分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脉管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掌握动脉血压的正常值、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2. 熟悉微循环的组成与通路组织液的生成，影响组织液生成和回流的因素。

教学基本

内容

一、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压
二、微循环
三、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

教学重点
动脉血压的正常值、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教学难点
动脉血压的影响因素。

德育渗透 预防高血压的措施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动脉血压的形成条件？

2、简述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3、简述微循环的组成及各通路的生理意义。
4、动脉血压的正常值 SBP为            ，DBP为            。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炎，发高烧、咳嗽，医生

除了给他吃一些药外，还要在病人的臀部肌肉

里打上几针青霉素，肺炎就逐渐的消退，为什

么在臀部打针，肺部的炎症就会好转？这是由

于循环系统的血液运输的结果。导入新课循环

系统。

 

3 分

钟

提问

学生

思考回答

[教学内容]
一、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压
1、血流量和血流阻力及血压的关系
2、动脉血压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A、血压的概念
B、动脉血压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3、脉搏
4、静脉血压与血流
二、微循环
微循环包括：微静脉、后微静脉、毛细血管前括
约肌、真毛细血管、动静脉吻合支、通血毛细
血管。

微循环通路：
A. 直捷通路
B. A-V短路：皮肤较多，有调节体温的作用。
C. 迂回通路：进入真毛细血管，物质交换。
三、组织液的生成与回流
1、组织液的生成
2、影响组织液生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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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那么循环系

统还能运输

那些物质？

循环系统又

为什么会完

成这些繁重

的运输任务？

通过挂图演

示循环系统

的组成。



边听

边思考

做笔记

[教学小结]

掌握：1. 动脉血压的正常值、形成机制及其影

响

熟悉：2. 微循环的组成与通路组织液的生成，

影响组织液生成和回流的因素。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动脉血压的形成条件？

2、简述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

3、简述微循环的组成及各通路的生理意义。
4、动脉血压的正常值 SBP为            ，
DBP为            。

3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脉管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叙述心脏的神经支配和作用。

2.说明交感缩血管神经的作用原理。

3.说出心血管活动调节的基本中枢。

4.记忆降压反射的过程和生理意义。

教学基本

内容

1、 神经调节

2、 体液调节

3、 自身调节

教学重点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

教学难点 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

德育渗透 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  ）1.人体的血管只受交感缩血管神经的单一支配。
（  ）2.心血管活动的基本中枢位于脊髓。
（  ）3.降压反射是一种正反馈调节，其生理意义在于维持机体内动脉血压的
相对稳定。
（  ）4.心肌细胞的有效不应期特别长，故心肌不会发生强直收缩。
（  ）5.平台期是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的主要特征。
（  ）6.切断支配心脏的迷走神经，则心脏活动兴奋。
（  ）9.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对心脏产生抑制作用。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炎，发高烧、咳

嗽，医生除了给他吃一些药外，还要在病人的

臀部肌肉里打上几针青霉素，肺炎就逐渐的消

退，药液怎么会从臀部肌肉跑到肺部去呢？这

是由于循环系统的血液运输的结果。导入新课

循环系统。

 

3 分

钟

提问

学生思考

回答

[教学内容]
 一、神经调节

1、心血管的神经支配  心交感 N和迷走 N

血管的 N支配

2、心血管中枢

A、延髓的心血管中枢

B、延髓以上的心血管中枢

3、心血管反射

A、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

意义：是一种负反馈调节，使动脉血压保持稳

定。

B、颈动脉体、主动脉体化学感受性反射

正常时比反射时占次要地位，当缺氧、窒息、酸

中毒等时发挥作用。

C、其他心血管反射，心、肺、感受性反射

二、体液调节

1、肾上腺素（E）和去甲肾上腺素（NE）

2、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3、抗利尿激素（ADH）

4、血管内皮生成的活性物质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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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那么循环系

统还能运输

那些物质？

循环系统又

为什么会完

成这些繁重

的运输任务？

通过挂图演

示循环系统

的组成。



边听

边思考

做笔记

[教学小结]

掌握：1. 心脏的神经支配和作用。

2. 降压反射的过程和生理意义。

熟悉：3. 交感缩血管神经的作用原理。

4. 心血管活动调节的基本中枢。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试述心交感神经的生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2、乙酰胆碱对心率、心肌收缩、血管活动有何影

响？

3、简述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对心血管的生

理作用。

4、简述血管紧张素Ⅱ升压的发生机制。

5、说明动脉血压变化时，颈动脉窦主动脉弓压

力感受性反射（减压反射）的调节过程及其生

理意义。

3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人体动脉血压的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学习并掌握人体间接测压法的原理和方法

2.根据血压值判断其是否正常 

3.了解影响血压的因素。       

教学基本

内容

一、实训目的                    

二、实训仪器设备及材料

三、实训原理              
四、实训内容与步骤

教学重点 人体间接测压法的原理和方法、根据血压值判断其是否正常

教学难点 影响血压的因素



德育渗透 高血压的注意事项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慢性高血压患者通过此反射为什么不能将血压降至正常？

2.分析运动后的血压值和安静时血压的变化？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并回答

[导入新课] 

   你会量血压吗？血压的正常值是多少？高

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3 分

钟

提问

实际操作

[教学内容]

一、实训目的 

1.学习并掌握人体间接测压法的原理和方

法

2.根据血压值判断其是否正常 

3.了解影响血压的因素。

二、实训仪器设备及材料

血压计  听诊器

三、实训原理 

测定人体动脉血压最常用的方法是间接测

压法，是使用血压计在动脉外加压，根据血管

音的变化来测量动脉血压的。通常血液在血管

内流动时并没有声音，但如给血管以压力而使

血管变窄形成血液涡流时则可发生声音（血管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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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指导学生

正确操作



4、 实训内容与步骤

边听

边思考

做笔记

[教学小结]

掌握：1. 人体间接测压法的原理和方法

2. 根据血压值判断其是否正常

熟悉：3. 影响血压的因素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慢性高血压患者通过此反射为什么不能将血

压降至正常？

2.分析运动后的血压值和安静时血压的变化？

3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消化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说出消化系统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 描述胃、小肠、肝脏的结构特点.



教学基本

内容

  体循环 systemic circulation 的路径   

  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 的途径  

心血管系统 ——心脏

教学重点 说出消化系统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描述胃、小肠、肝脏的结构特点

教学难点 胃、小肠、肝脏的结构特点

德育渗透 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小肠结构上有哪些特点与其吸收功能相适应？

2.肝脏在什么位置？它的主要机能是什么？

3.消化管包括（　  ）（　  ）（　  ）（　  ）（　  ）（　  ）（

）。其中最狭窄的、最膨大的、最长的、进行消化吸收最重要的部位分别是（

 ）（　  ）（　  ）（　  ）。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回答 [导入新课] 

   由食物的重要性：①供给机体生长发育

和原生质更新所需要的原料②供给机体各

种生理活动和保持体温恒定所需要的能量，

导入新课消化系统。

 

3分 提问：食物

的重要性有

哪些？ 

边听

边思考

做笔记

[教学内容]

第三节 消化系统 digestive system 

一、消化管

（一）口腔  （二）咽  

（三）食管  是消化管最狭窄的部分。

（四）胃 stomach 

（五）小肠 small intestine   

（六）大肠

二、消化腺  

（一）胰    
（二）肝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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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由食管的结

构特点引申

到食管癌是

消化系统常

见的癌症之

教育学生养

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及注

意食物的质

量，减少食

管癌

回顾本节课

的内容，加

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1.消化系统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胃、小肠、肝脏的结构特点.

5分 总结

[布置作业]

1.小肠结构上有哪些特点与其吸收功

能相适应？

2.肝脏在什么位置？它的主要机能是

什么？

3.消化管包括（　  ）（　  ）（

）（　  ）（　  ）（　  ）（　  ）。其

中最狭窄的、最膨大的、最长的、进行消化吸

收最重要的部位分别是（　  ）（　  ）

（　  ）（　  ）。

判断题:
4.胆囊具有分泌和储存胆汁的功能。

5.小肠可分为十二指肠、空肠、盲肠。

6.胃的上缘形成胃小弯，胃的下缘形

成胃大弯。

7.胃可分为四部分即贲门部、胃底、胃

体和幽门部。

3分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消化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解释消化、吸收,并说明食物消化的方式。

2.叙述食物消化的过程。

3.说出胃液的组成及作用。

4.说明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

教学基本

内容

一、食物消化的过程

（1） 口腔内消化  （二）胃内消化  （三）小肠内消化

二、吸收

教学重点 食物消化的过程、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部位

教学难点 食物消化的过程

德育渗透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盐酸的生理作用有哪些？

2．为什么胃的排空是间断的而不是持续的？

3．为什么胰液中的各种消化酶不会消化胰腺自身组织？

4．请解释“餐后碱潮”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

5．小肠为什么是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部位？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回答
运输 O2、养

料、CO2、废

物等。

[导入新课] 

    循环系统的机能是什么？

呼吸系统的机能是什么？吸收空气中的 O2，

氧化分解体内的有机物，释放出能量，并转变成生理活

动的直接能源。

    那么，上述提到的养料、有机物都是哪儿来的

的？是人体细胞自己产生的吗？不是，是人吃进

去的。那么，我们每天吃进的是米饭、馒头、各种蔬

菜、肉类、蛋类，它们又怎么能变成被细胞利用的

养料呢？这个变化消化系统来完成的。

3分

钟

教师提问

1.循环系统

的机能是什

么？

2．呼吸系统

的机能是什

么？

学生回答
[教学内容]      第七章  消化生理

一、食物消化的过程

（2） 口腔内消化

⒈机械消化： 

⒉化学消化：

（二）胃内消化

1．机械消化： 

2．化学消化：

（三）小肠内消化

1.机械消化： 

2.化学消化：

二、吸收

在正常情况下，口腔和食管基本上没有吸收

功能，胃仅能吸收少量的水和酒精。小肠是吸收的

主要部位，大部份营养成份在小肠内已吸收完毕，

小肠内容物进入大肠时已经不含有多少可被吸收

的物质了。大肠主要吸收水份和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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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教学小结]

1.掌握：①胃、小肠及的运动形式②胃液、胰液和

胆汁的成分、作用、胃排空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2.熟悉：消化的方式，平滑肌电活动的特征，胃

液、胰液、胆汁分泌的来源

5 分

钟



[布置作业] 1．盐酸的生理作用有哪些？

2．为什么胃的排空是间断的而不是持续的？

3．为什么胰液中的各种消化酶不会消化胰腺自身

组织？

4．请解释“餐后碱潮”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

5．小肠为什么是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部位？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呼吸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呼吸系统的组成

2.叙述机体呼吸的全过程

3.说明呼吸道的神经支配及其作用

4.叙述肺通气的动力

教学基本

内容

一、呼吸道                    

二、肺：左右各一，是气体交换的器官 

三、肺通气的结构

教学重点 呼吸系统的组成、机体呼吸的全过程、肺通气的动力

教学难点 呼吸道的神经支配及其作用

德育渗透 关心青少年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呼吸系统由（　   ）和（　  ）两部分组成，（　   ）是气体交换的器官。

2.临床上通常把（　  ）（　  ）（　  ）合称为上呼吸道。

3.对于肺通气效率来说，为什么在一定范围内深而慢的呼吸比浅而快的呼吸更

有效？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回答
[导入新课] 人们只要隔绝 O2几分钟，就会引起

死亡，因而，在高山、宇宙空间空气比较稀薄或没

有空气的地方，登山队员和宇航员不得不带着沉重

O2钢瓶进行各种、工作，为什么 O2对人体那么重要

呢？因为要把贮存在食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转变成

生命活动的能源，除了酶参加外，还需要 O2。因此

人体还需要从空气中吸取 O2来氧化分解体内的有

机物，释放能量，并将产生的 CO2排出体外。吸收

O2，排出 CO2的任务是由呼吸系统来完成的。

 

3

分钟

提问：为

什么 O2对

人体那么重

要呢？

边听边思

考，做笔

记

挂图、模型

演示

[教学内容]

  呼吸系统 respiratory  systerm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

一、呼吸道                    

二、肺：左右各一，是气体交换的器官 

机体的呼吸过程是通过下列三个环节来

完成：

1.肺呼吸又称外呼吸，是指肺通气与肺

换气

2.气体在血液内的运输

3.内呼吸又称组织呼吸

一、肺通气

肺通气的结构：呼吸道、肺泡、胸廓、胸膜

腔

肺通气的原理

1．肺通气的动力： 

2．胸内负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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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1.呼吸系统的组成

⒉机体呼吸的全过程

熟悉：⒊气管、支气管的神经支配及作用

⒋肺通气的动力

5

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呼吸系统由（　   ）和（　  ）两部分组

成，（　   ）是气体交换的器官。

2.临床上通常把（　  ）（　  ）（　  ）

合称为上呼吸道。

3.对于肺通气效率来说，为什么在一定范围

内深而慢的呼吸比浅而快的呼吸更有效？

3

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呼吸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解释潮气量、肺活量、时间肺活量、肺泡通气量、通气/血流比值
2. 说出气体交换的方式、动力及场所、气体在血液中运输的方式、呼吸的

基本中枢和调整中枢

教学基本

内容

1、 肺通气功能评价

2、 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3、     气体运输

教学重点
潮气量、肺活量、时间肺活量、肺泡通气量、气体在血液中的运
输

教学难点 胸膜腔负压的存在及生理意义

德育渗透 奇妙的人体数字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  ）1.CO2在血液中由组织运输到肺，而 O2由肺运输到组织。
（  ）2.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的气体交换称为内呼吸。
（  ）3.肺总容量等于肺活量加功能余气量。
（  ）4.在整个呼吸的过程中肺内压一直是负压。
（  ）5.气体以物理溶解形式运输的量很少，故此形式无关紧要。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  人们只要隔绝 O2 几分钟，就会

引起死亡，因而，在高山、宇宙空间空气比较

稀薄或没有空气的地方，登山队员和宇航员

不得不带着沉重 O2钢瓶进行各种、工作，为

什么 O2 对人体那么重要呢？因为要把贮存在

食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转变成生命活动的能

源，除了酶参加外，还需要 O2。因此人体还

需要从空气中吸取O2来氧化分解体内的有机

物，释放能量，并将产生的 CO2排出体外。

吸收O2，排出 CO2 的任务是由呼吸系统来完

成的。

 

3 分

钟

学生回答 [教学内容]    第二节  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气体交换的方式：扩散

气体交换的动力：气体交换的动力是气

体分压差。

第三节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O2和 CO2在血液中的运输形式有两种，即

物理溶解和化学结合。

（1）  氧的化学结合  

（二）二氧化碳的化学结合

第四节   呼吸运动的调节

呼吸运动的特点一是节律性，二是其频率

和深度随机体代谢水平而改变。

一、呼吸中枢与呼吸节律 

（一）延髓呼吸中枢

（二）脑桥对呼吸的调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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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二、呼吸的反射性调节

[教学小结]

1. 掌握：肺通气和肺换气原理。 

肺容积和肺容量

2. 熟悉：呼吸的意义及其各环节的基本过程

5 分

钟

[布置作业]1.试述胸膜腔内压形成的原理及其

生理意义。

2.何谓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有何生理作用？

3.对于肺通气效率来说，为什么在一定范围内

深而慢的呼吸比浅而快的呼吸更有效？

4.通气血流比值的定义，及增大减小时的意义。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泌尿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出泌尿系统的组成

⒉叙述肾单位的组成及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⒊说明肾脏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

教学基本

内容

1、 泌尿系统组成

2、肾脏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
3、 肾单位

4、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教学重点 泌尿系统的组成、肾脏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肾单位的组成

及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教学难点 肾单位的组成及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 泌尿系统包括（　 ）（　   ）（　  ）（　  ）四部分。
2. （　   ）是肾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包括（　   ）和（　   ）
两部分。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 
英国王妃戴安娜 1997年 8月 31 日死于

巴黎车祸；1997年 9月 2 日，一名法国加泰

罗尼亚地区的 30岁女子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也许谁也不会将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然而

日前，那名当年接受肾移植手术的法国女子

弗朗科易丝·盖拉向媒体宣称，她相信自己当

年移植的肾脏正是来自两天前去世的戴安娜

王妃，因为自那次肾移植手术后，就发生了

一系列奇怪的事，譬如她会突然不由自主地

用英语跟朋友说话。

 

3分钟

边听边思

考，做笔

记

[教学内容]

第 三 节   呼 吸系 统 respiratory
systerm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 67



一、呼吸道                    

二、肺：左右各一，是气体交换的

器官。

    三、胸膜： 

第四节  泌尿系统 uropoitic systerm
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及尿

道四部分组成，是人体代谢产物的主要

器官，其主要功能是将人体内代谢过程

中所产生的废物（如尿素、尿酸、无机

盐）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一、肾的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

二．肾的微细结构: 
三、肾的血液循环及其功能特点

1.肾血流量 

2.肾小球内毛细血管压

   3.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血压  

分钟 挂图、模型演

示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 1.泌尿系统的组成

2.肾脏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

熟悉：⒊肾单位的组成

4.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5分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 泌尿系统包括（　 ）（　   ）（

）（　  ）四部分。

2. （　   ）是肾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

位，包括（　   ）和（　   ）两部分。

3分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泌尿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解释排泄，并说明排泄的途径

2.叙述尿液的生成过程

3.说出原尿形成的动力、结构基础及原尿的成分

4.解释肾小球滤过率（GFR）、滤过分数、重吸收

教学基本

内容

尿液生成过程

1、肾小球的滤过作用
2、 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

3、 肾小管和集合管的分泌

4、



教学重点 泌尿系统的组成、肾脏额状切面上的结构特点、肾单位的组成

及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教学难点 肾单位的组成及肾血液循环的特点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 泌尿系统包括（　 ）（　   ）（　  ）（　  ）四部分。
2. （　   ）是肾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包括（　   ）和（　   ）
两部分。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导入新课] 

    人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
CO2、尿素、尿酸、水、无机盐等代谢终产物.这些产物特

别是蛋白质代谢产物(尿素、尿酸)的积聚,就会引起呕

吐、抽筋、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必须把它们及时排

出体外.这个任务主要是由泌尿系统来完成的。

 

3 分

钟



[教学内容]      第九章  泌尿生理

排泄的概念及途径

三、尿液生成的基本三步

1.肾小球的滤过 

2.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

3.肾小管和集合管的排泌。

(一)肾小球的滤过作用

即血液流经肾小球时，血浆中的成分（除

去大分子蛋白质）经滤过膜滤入肾小囊腔，形

成原尿。

1、肾小球滤过的结构基础：滤过膜

2、滤过的动力：有效滤过压

(二)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作用

(二)肾小管和集合管的分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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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教学小结]

1.掌握：肾小球滤过作用的动力，实验依据及

影响因素

2.熟悉：肾脏结构及功能

5 分

钟

[布置作业]

1.肾血流量如何受神经体液调节？

2.终尿与原尿在量和成分上有何不同？原因何

在？

3.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有哪些？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神经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明神经系统的分类。

2.解释：白质、灰质、神经核、神经节、神经纤维束、神经、突触

3.理解突触的结构及突出后电位的产生原理。

4.解释反射中枢并说明中枢兴奋传递的特征。

教学基本

内容

一、神经系统分类

二、突触

三、中枢兴奋传布特征

教学重点 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组成、突触是神经元之间连接的

基本方式

教学难点 中枢神经系统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　）1.反射弧中容易发生疲劳的部位是中枢突触部位。  
（　）2.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神经元。
（　）3.脑神经共 31对，脊神经共 12对。
（　）4.植物性神经是指内脏的运动神经。
（　）5.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同一器官的作用是既相互拮抗又相互
统一。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思考

并回答

[导入新课] 为什么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全身

的各个部分会协调一致？是因为神经系统在起

调节作用。那么，神经系统为什么有那么完善

的调节作用呢？这与神经系统的组成有关，今

天我们就来探究神经系统的秘密。

 

3 分

钟

提问：为

什么我们

每做一件

事情，全

身的各个

部分会协

调一致？

[教学内容]      

一、神经系统组成

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

组成。

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组成

从功能可将周围神经分为运动神经和感觉

神经；支配骨骼肌的神经为躯体运动神经；支

配内脏活动的神经为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又可

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感觉神经（传入

神经）又可分为躯体感觉神经和内脏感觉神经。

二、 神经元组成

神经元由胞体和突起两部分组成。

三、突触

其中以突触前成份释放化学递质的化学性

突触是神经系统内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

突触可分为3类：轴突–胞体、轴突–树

突、轴突–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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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模型、挂

图展示

[教学小结]

掌握：求学生掌握神经元是构成神经系统结构

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神经元由胞体和突起两部

分组成。

熟悉：神经系统在生命活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5 分

钟

[布置作业]
（　）1.反射弧中容易发生疲劳的部位是中枢
突触部位。  
（　）2.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神经元。
（　）3.脑神经共 31对，脊神经共 12对。
（　）4.植物性神经是指内脏的运动神经。
（　）5.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同一器官的
作用是既相互拮抗又相互统一。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神经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简述脑的位置及组成。

2.说明脑干、小脑、间脑的生理功能

4.描述大脑的分叶、表面主要的回、内部结构及生理功能。

5.说明脑神经的组成

教学基本

内容

一、脑

二、脑神经

教学重点 脑和脑神经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教学难点 脑的组成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 大脑又名      ，是 CNS最高级部分，具有                  功
能。
2.脑神经主要分布于        ，其中       还可分布到胸腹腔的脏器。
3.脑位于      内，可分为       、       、       、       四部分。
4.小脑的主要功能有        、         、         。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神话中的嫦娥才能去的月亮，现如今人们

已经数次登上观光了。因此，通过神经系统的

作用，人们不仅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同时可以进一步征服宇宙。导入新课中枢

神经系统。

 

3 分

钟

导入新课

边听边思

考 ，做笔

记

学生思考

并回答

[教学内容]

一、脑

1.脑干

2.间脑

3.小脑

4.大脑

二、脑神经

三、脑和脊髓的被膜、脑室、脑脊液、脑屏障

67

分钟 模型、挂

图展示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1.掌握脑的位置及组成； 

2．了解脑和脊髓的被膜、脑脊液和血脑屏障；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 大脑又名     ，是 CNS最高级部分，具有
                  功能。
2.脑神经主要分布于        ，其中       
还可分布到胸腹腔的脏器。
3.脑位于      内，可分为       、      、 
、      四部分。
4.小脑的主要功能有        、         、   
。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神经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说明脊髓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说明脊神经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教学基本

内容

一、脊髓

二、脊神经

教学重点 脊髓和脊神经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教学难点 脊髓的组成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交感神经低级中枢位于脊髓的（  ），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位于脊髓的

（  ）。  

A、全部骶髓节段 B、骶髓 1-3段的侧角  C、腰髓 2-4节段 

D、骶髓 2-4 节段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神话中的嫦娥才能去的月亮，现如今人们

已经数次登上观光了。因此，通过神经系统的

作用，人们不仅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同时可以进一步征服宇宙。导入新课中枢

神经系统。

 

3 分

钟

导入新课

边听边思

考 ，做笔

记

学生思考

并回答

[教学内容]

脊髓和脊神经

一、脊髓

1. 位置和外形

2. 内部结构

3. 功能

2、 脊神经

1. 组成

2.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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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提问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1. 掌握脊髓的位置组成、功能；

2. 掌握脊神经的组成及功能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交感神经低级中枢位于脊髓的（  ），副交感

神经低级中枢位于脊髓的（  ）。  

A、全部骶髓节段 B、骶髓 1-3段的侧角  C、腰

髓 2-4节段 

D、骶髓 2-4 节段

5 分

钟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神经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4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会比较：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

2.解释：节前纤维、节后纤维、受体激动剂、受体阻断剂

 3.叙述受体的分类、分布的部位及产生的效应

4.说出外周神经递质的种类，并会区分胆碱能纤维和肾上腺素能纤

维。★★※
教学基本

内容

1、 内脏神经

2、 递质

3、 受体

教学重点 内脏神经、受体的组成及主要分布

教学难点 受体的主要分布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　）1.植物性神经节前纤维的末梢释放的是 Ach。
（　）2.交感神经节后纤维的末梢释放的均为 NE。
（　）3.一般情况下，α受体兴奋引起平滑肌兴奋的效应，如小肠平
滑肌的收缩。
（　）4.支配骨骼肌的交感舒血管神经末梢释放Ach。
（　）5.支配汗腺的交感神经节后纤维末梢释放的是 NE。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思考 [导入新课] 

神话中的嫦娥才能去的月亮，现如今人们

已经数次登上观光了。因此，通过神经系统的

作用，人们不仅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同时可以进一步征服宇宙。导入新课中枢

神经系统。

 

3 分

钟

导入新课

边听边思

考 ，做笔

记

学生思考

并回答

[教学内容]

内脏神经

1、 交感神经

1.组成

2.功能

2、 副交感神经

1.组成

2.功能

三、   受体

       1.种类

       2.分布

147

分钟 提问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3. 掌握脊髓的位置组成、功能；

4. 掌握脊神经的组成及功能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　）1.植物性神经节前纤维的末梢释放的是
Ach。
（　）2.交感神经节后纤维的末梢释放的均为
NE。
（　）3.一般情况下，α受体兴奋引起平滑肌
兴奋的效应，如小肠平滑肌的收缩。

5 分

钟



（　）4.支配骨骼肌的交感舒血管神经末梢释
放Ach。
（　）5.支配汗腺的交感神经节后纤维末梢释

放的是 NE。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教学设计

授课教师：武敏霞                        授课日期： 

授课题目 内分泌系统

授课班级 课  时 2h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 了解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主要生理过程中的作用与作用机制。

2. 掌握下丘脑及垂体激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调节。

教学基本

内容

教学重点 下丘脑与腺垂体的机能联系，下丘脑的调节性多肽，腺垂体

激素的生理作用，血管升压素和催产素的生理作用与分泌调

教学难点 激素作用的机制及细胞信号跨膜转导 。

德育渗透 关心学生在青春期心理上的变化，并给予正确指导。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多媒体课件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参考资料：1． 姚泰,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2． 张镜如,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3． 钟国隆, 生理学. 第五版. 2010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内分泌腺的概念以及主要内分泌腺的位置？
2.含氮类激素和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
3.下丘脑与垂体之间的结构及功能联系？
4.下丘脑与垂体的主要激素及其生理作用？ 

学生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间 教师活动

边看

变思考
[导入新课] 

观看肥胖儿童生活状态视频导入新课

 

5 分

钟

放映视频

边听边思

考 ，做笔

记

学生思考

并回答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激素的分类

二、激素的作用

三、激素的作用机制

第二节  下丘脑的内分泌功能

一、下丘脑、垂体的位置、形态与结构

二、下丘脑与腺垂体结构和功能联系

三、下丘脑与神经垂体结构和功能联系

第三节  下丘脑的内分泌功能

一、腺垂体分泌的激素

二、神经垂体释放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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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模型、挂

图展示

回顾本节

课的内容

加深记忆

[教学小结]

掌握 1、激素作用的机制及细胞信号跨膜转导 。

2、下丘脑的内分泌功能：下丘脑与腺垂体

的机能联系，下丘脑的调节性多肽。

3、腺垂体：腺垂体激素的生理作用。

4、神经垂体：血管升压素和催产素的来源、

生理作用与分泌调节。

5 分

钟

总结



[布置作业]

1.内分泌腺的概念以及主要内分泌腺的位置？
2.含氮类激素和类固醇激素的作用机制？
3.下丘脑与垂体之间的结构及功能联系？
4.下丘脑与垂体的主要激素及其生理作用？

3 分

钟


	2、 血液的组成和特性——血浆的成分及功能
	3、 血液的理化性质
	血细胞及其功能
	一、红细胞

	一、红细胞
	1、红细胞的形态和数量
	2、红细胞的生理功能
	3、生成和破坏
	二、白细胞
	（一）白细胞的分类、数量、形态
	（二）白细胞的功能
	（三）白细胞的生成与破坏
	三、血小板
	1、血小板的形态，结构，数量
	2、血小板的功能
	参与血液凝固
	维持血管内皮的完整性
	3、血小板的生成
	1、 血液凝固
	2、 纤维蛋白溶解系统
	3、 凝血与纤溶的动态平衡
	4、 血型
	一、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压
	1、血流量和血流阻力及血压的关系
	2、动脉血压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A、血压的概念
	B、动脉血压的形成和影响因素
	3、脉搏
	4、静脉血压与血流
	二、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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