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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编写说明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的颁布，新课程教改实验在宁夏、山东、广东、海南等实验区逐步

推开。耳目一新的教学材料、充满个性的教学活动、丰富多样的学习方式等使新课程标准下

的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机。同时教材的多样化和教学活动的个性化也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

学生的学习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实现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课改以来我们

一直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

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对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

规范作用的教学操作方案———《课堂导用》系列丛书。

在《课堂导用》系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运用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全面贯彻和落

实课程标准的精神，注重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从实际出发，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新。该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

实现新课程标准下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丛书体例

本套丛书通过建构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计研讨式的探究

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生物分册设置以下七个板块：

目标导航 概括提示单元内容，明确学习基本要求，提示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旨在帮助学

生建构单元知识框架，把握内容核心。

学习导读 提供学习准备知识，点拨学习思路、方法和技巧，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引导

学生获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经典例题 主要选取符合学习目标，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命题科学、规范的试题进行剖析，

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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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探究 选择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探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加深对主干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教学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题，检测和巩固

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实现新旧知识

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

另外，每单元后附有单元能力检测试题，每模块安排两套模块学习评价试题（分 A 卷和

B 卷，A 卷强调基础性，B 卷着力于提高和综合），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 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本套丛

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块，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

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法应用、能力

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

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探究性，选用

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延伸，使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套丛书成为你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使《课堂导

用》系列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课堂导用》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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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细胞

目标导航

学习要求
1. 说出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2. 解释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3. 知道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以及使用方法。

4. 比较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5. 分析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

第 1节 从生物圈到细胞

学习导读

学习准备
1. 细胞是生物体 的基本单位（除病毒外）。

2. 目前，我们对生物科学的研究已深入到 水平，但是这些生物大分子都没有生

命，生命和 难解难分。

3. 病毒的生命活动也离不开细胞，病毒本身虽然不具有 结构，但它所有的生命

活动都是在 内完成的。

4. 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以龟为例）可分为 ； ； ； ；

； ； ； 。其中最基本的结构层次是 。

5.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是 生物，原始的单细胞生物经过漫长的 过

知识网络

从生物圈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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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系统的结构层
!

次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观察细胞
真核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
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
细胞学说的建

"
$
$
$
$
$$
#
$
$
$
$
$$
% 立

走近细胞

"
$
$
$
$
$
$$
#
$
$
$
$
$
$$
%

结构离不开细胞
功能离不开细
!

胞

第 1章 走近细胞

第１章

目标导航

学习要求
1. 说出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2. 解释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3. 知道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以及使用方法。

4. 比较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5. 分析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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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演变为今天多种多样的生物 、 和 ；生物与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形

成多姿多彩的 和生机勃勃的 。

破疑解难
细胞是整个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基准点，也是本模块学习的一条主线，本节的内容是一个总的

导言和概括，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点：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和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对这

两个要点的挖掘和拓展是重要的考查内容。

1. 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

（1）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的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内完成的，这体现了细胞是生物体基本

的功能单位。

（2）病毒一般是由核酸和蛋白质外壳组成，病毒之所以属于生物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宿主细胞

内可以进行增殖。病毒离开宿主细胞单独存在时，不具有新陈代谢、繁殖等生命特征。

2. 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细胞：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如心肌细胞、神经细胞。

组织：形态相似，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如心肌组织。

器官：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如心脏，眼睛。

系统：能够完成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的多个器官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如人的循环系

统、呼吸系统。

个体：由各种器官或系统组成。单细胞生物由一个细胞构成生物体。

种群：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是一个种群。如一个池塘中的所有鲤鱼。

群落：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所有的种群组成一个群落。如一片草原中所有的生物是一个群落。

生态系统：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如一片草原、一片森林、一个池

塘都是生态系统。一个森林生态系统包括森林中所有的生物，还包括阳光、温度、水分等各种生物

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生物圈：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这些生物生活的无机环境共同组成。

（1）一般多细胞动物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包括：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

系统、生物圈。如果是植物，则其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没有系统，是由器官直接形成个体；如果是

单细胞生物，则其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不形成组织、器官和系统，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2）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细胞是最基本的层次，细胞内的不同物质只有构成细胞，才

能表现出生命现象，单独的各种物质不具有生命特征，如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不属于生命

系统。

（3）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层层相依，又各自有特定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4）生命系统既体现了细胞到个体的发育历程，也体现了由个体到生物圈的进化历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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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例 1：以下关于病毒增殖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 病毒没有细胞结构，所以病毒的生命活动不是在细胞中完成的

B. 病毒只能生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营专性寄生

C. 病毒的遗传物质也是 DNA

D.在培养细菌的培养基上同样也可以培养病毒

解析：病毒虽然没有细胞结构，但是病毒的生命活动也是在细胞中完成的，病毒的新陈代谢、

增殖等生命活动必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才能完成。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DNA或 RNA；病毒只能进

行活体培养，用一般的培养基是不行的。

答案：B

例2：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能表现出各种生命活动的最小层次是什么？简述理由。

解析：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答案：细胞层次；其他层次都是建立在细胞层次的这一基础上的，没有细胞就没有组织、器

官、系统等层次，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中进行的。

实践探究

1.下列生物在结构上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是 （ ）

A. SARS病毒 B. 细菌 C.草履虫 D.海带

2.自然界中的生物起源于 （ ）

A.复杂的多细胞动物 B. 病毒

C. 细菌 D. 原始的单细胞生物

3.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能够完整表现出各种生命活动的最小层次是 （ ）

A. 生物群落 B.种群 C.器官 D. 细胞

4.草履虫和小麦细胞的区别主要是 （ ）

A.草履虫的生命系统中没有组织、器官和系统

B.草履虫的生命系统中没有组织、器官

C.草履虫和小麦的生命系统完全相同

D.草履虫细胞无细胞壁而小麦的细胞具有细胞壁

5. 分析下列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以刺槐为例），回答有关问题。

叶肉细胞→叶→刺槐→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

（1）以上生命系统中属于器官层次的是 。

（2）该地区的刺槐可以称为一个 。

（3）能够独立进行光合作用的最小单位是 。

第 1章 走近细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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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测评

1.下列关于细胞与生命活动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

B. 病毒不具细胞结构，所以它的生命活动与细胞无关

C.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D.多细胞生物依赖高度分化的细胞密切协作，才能完成生命活动

2.调查一个池塘中某种青蛙近几年的数量变化状况，研究的是生命系统的 （ ）

A.个体水平 B.种群水平 C.群落水平 D. 生态系统

3.某生物学家研究一片草原中的生物群落，他应该研究 （ ）

A.草原中的全部植物 B.草原中的全部动物

C.草原上的全部生物 D.草原上的全部生物及其无机环境

4.下列属于群落的是 （ ）

A.一座水库里的全部鱼 B.一片草原上的昆虫和小鸟

C.一棵枯树以及上面的苔藓、真菌等 D.一个湖泊中的藻类、鱼类、蚌等全部生物

5.从生物圈到细胞，地球上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 （ ）

A. 细胞 B.种群 C. 生态系统 D. 生物圈

6.可能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的实例是 （ ）

A.一个池塘中的各种生物 B.一个人血液中的所有血细胞

C.一罐鲜酵母菌培养液 D.一瓶密封的蒸馏水

7.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充当遗传物质的“桥梁”作用的细胞是 （ ）

A. 生殖细胞 B.神经细胞 C.血细胞 D.受精卵

8.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 （ ）

A.陆地生态系统 B.海洋生态系统 C.草原生态系统 D. 生物圈

9.写出下列各项对应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1）一片草原上的一只鸟。（ ）

（2）一片草原上的蜂鸟。（ ）

（3）一片草原上的蜂鸟、翠鸟、麻雀、羊、细菌等。（ ）

（4）一片草原及生活在这里的鸟、蛇等生物。（ ）

10.一株玉米所处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是

，其中最基本的的层次是 。酵母

菌所处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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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延伸

某科研小组分离出完整的叶肉细胞，一部分放在适宜条件下培养，能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淀

粉，另一部分搅碎后放在同样条件下培养，发现没有产生淀粉。

（1）此科研小组研究的内容是生命系统中的 水平。

（2）此实验的结论是 。

（3）生命系统中最大的层次是 ，最小的层次是 。

第 2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学习导读

学习准备
1. 细胞的多样性体现在细胞的大小、形态和功能的差别，细胞的统一性体现在细胞都具有相

似的 ，如 、 和 等。

2. 细胞按细胞内有无以 为界限的细胞核分为 细胞和 细

胞两大类，由 细胞构成的生物叫原核生物，例如 、 等；由

真核细胞构成的生物叫真核生物，例如 等。

3.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具有相似的细胞膜和细胞质，没有由核膜包被的细胞核，也没有

，但有一个 分子，位于无明显边界的区域，这个区域称为 。

真核细胞染色体主要成分也是 。

4. 19 世纪，由两位德国科学家 和 共同创立了细胞学说，细

胞学说的内容：①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是由 发育而来的，并

由 和 所构成。②细胞是一个 的单位，既有它自己的

生命，又对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的整体的生命起作用。③新细胞可以从 中产生。

破疑解难
细胞包括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细胞的大小、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体现了生物界细胞的多

样性；各种不同的细胞又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结构，这又体现了细胞的统一性。

第 1章 走近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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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毒、原核生物的区别

（1）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仅有蛋白质和核酸（每种病毒只有一种核酸，DNA或 RNA），病毒既

不是真核生物又不是原核生物；

（2）原核生物：种类较少，仅有细菌、蓝藻、放线菌、支原体（一种最小的原核细胞）、衣原体等。

3. 细胞学说的意义

细胞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被称为现代生物学的三大基石，而实际上可

以说细胞学说又是后两者的“基石”。恩格斯把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列为 19 世

纪的三大科学发现。此后，在细胞学说的基础上，人们对生物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细胞

的全能性，即任何细胞都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潜在能力。

4.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1）细胞的多样性表现在细胞的形状、大小、种类、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细胞的多样性是细胞

分化的结果。

（2）细胞的统一性表现在不同的细胞具有基本相似的结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同时还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不同的细胞具有基本相同的化学组成———组成元素基本一致，化合物种类也非常相似；

②细胞的增殖方式基本相似———细胞分裂；

③细胞中的某些生命活动相似———DNA 复制、蛋白质合成等；

④遗传物质都相同，遗传密码都是通用的。

（3）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体现了科学探究的过程，从中我们将领悟到科学发现的特点：

①科学发现是很多科学家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

②科学发现离不开技术的支持；

③科学发现需要理性思维和实验的结合；

④科学学说建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拓、继承、修正和发展的过程。

类 别 原核细胞 真核细胞

细胞大小 较小 较大

细胞壁 主要成分是肽聚糖 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

细胞膜 附有很多酶，是某些生理生化反应的场所 附着的酶较少

细胞质 仅有核糖体，无其他的细胞器 有多种细胞器

细胞核 无成形的细胞核，无核膜、无核仁、无染色体
有成形的细胞核，有核膜、有核仁、
有染色体

生物类群 细菌、蓝藻、放线菌、支原体、衣原体等 各种动物、植物、原生生物和真菌等

最主要的区别 有无成形的细胞核

1.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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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例 1：所有的原核细胞都具有 （ ）

Ａ. 核糖体和线粒体 B. 细胞膜和叶绿体 C.内质网和中心体 D. 细胞膜和核糖体

解析：原核细胞的细胞质内没有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中心体等复杂的细胞器，但是有分

散的核糖体；绝大多数原核细胞的表面，有一层细胞壁，都具有细胞膜。

答案：D

例 2：下列叙述中，不属于细胞学说主要内容的是 （ ）

A.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B. 细胞学说是在观察了大量的动、植物细胞的结构后提出的

C.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D. 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

解析：18 世纪 30年代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分别在观察了大量的动、植物细胞的结构后

提出了细胞学说，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点：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

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因此，B项不属于细胞学说的内容。

答案：B

实践探究

1.下列四组生物中，细胞结构最相似的是 （ ）

A.变形虫、水绵、香菇 B.烟草、草履虫、大肠杆菌

C.小麦、番茄、大豆 D.酵母菌、灵芝、豌豆

2.噬菌体、蓝藻、酵母菌都具有的物质或结构是 （ ）

A. 细胞壁 B. 细胞膜 C.线粒体 D. 核酸

3.下列生物中哪一组属于原核生物？ （ ）

A. 病毒和支原体 B.衣藻和细菌 C. 细菌和念珠藻 D.放线菌和霉菌

4.在下列生物中，没有叶绿体，但具有细胞壁的是 （ ）

A.噬菌体 B. 大肠杆菌 C.衣藻 D.草履虫

5. 在 19世纪，细胞学说和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分别是由谁提出的？（ ）

A.孟德尔和达尔文 B.施莱登、施旺和达尔文

C.沃森和克里克 D.施莱登和孟德尔

6.下列七种生物都比较低等，在结构上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完成下面问题。

A.变形虫 B.衣藻 C.酵母菌 D.乳酸菌 E.噬菌体 F.蓝藻 G.烟草花叶病毒

（1）没有细胞膜的生物是 。

（2）没有核膜的生物是 。

（3）含有叶绿体的生物是 。

第 1章 走近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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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测评

1. 用高倍显微镜观察蓝藻和绿藻，可以用来鉴别二者差异的主要结构是 （ ）

A. 细胞壁 B. 细胞膜 C细胞质 D. 核膜

2.下列有关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叙述中哪一项是错误的？ （ ）

A.蓝藻和水绵细胞中都含有核糖体

B.最大的区别是原核细胞没有由核膜包围的典型的细胞核

C.它们都有染色体

D. 原核细胞的细胞膜的化学组成和结构与真核细胞的相似

3.下列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结构不同于其他三种的 （ ）

A.蓝藻 B.衣藻 C.苔藓 D.玉米

4.某单细胞生物，体内不具叶绿体但有叶绿素，它最可能是 （ ）

A. 真核生物 B.异养生物 C.无核膜的生物 D. 有线粒体的生物

5.“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是谁的名言？ （ ）

A.施莱登 B.施旺 C.达尔文 D.魏尔肖

6. 细胞学说揭示了 （ ）

A.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区别 B. 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

C. 细胞为什么要产生新细胞 D.人们对细胞的认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7.关于细胞的多样性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不同生物的细胞不完全相同 B.许多生物体由多种细胞构成

C.两个相同生物的体细胞完全相同 D. 动植物的器官是由不同细胞构成的

8. 研究人员对分别取自 3种不同生物的部分细胞（甲、乙、丙）进行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结果

如下表（表中“√”表示“有”，“×”表示“无”。）

（1）甲、乙、丙 3种细胞最可能取自哪类生物？

甲 ，乙 ，丙 。

A.杨树 B.山羊 C.蘑菇 D.蓝藻

（2）甲细胞所代表的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层次是 。

（3）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区别是 。动

物细胞与植物细胞的区别是 。

核膜 光合作用 核糖体 细胞壁

甲 √ √ √ √

乙 √ × √ ×
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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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阅读

美国“9·11 事件”后，炭疽杆菌这一生物武器已变得家喻户晓。1877 年微生物学家柯赫

（Robert Koeh）利用细菌的分离方法证明了动物和人类的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这是被人

类证实的第一个病原菌，由于这种疾病的皮肤症状之一是创面中央略凹陷，外形似毒疮，上覆黑

色似炭块的坏死组织，故称为“炭疽”。

虽然炭疽杆菌是形体较大的致病菌，但如果不借助放大仪器，人们仍看不到它。炭疽杆菌对

营养条件要求不高，在普通培养基中分裂繁殖形成长链状，在含有血清的培养基上形成膜，这是

炭疽芽孢杆菌的特点。在 O2 充足，温度适宜（25℃~30℃）的人工培养基上炭疽杆菌易形成芽孢，

芽孢没有繁殖作用，是生命活动微弱的休眠体。芽孢不仅对低温、潮湿等不良环境的抵抗力极强，

也不会因阳光照射、喷洒消毒药品而死亡，是炭疽杆菌被用作生物武器的主要形式。

炭疽杆菌为需氧芽孢杆菌，在有氧环境中生长发育良好，在无氧条件下则不生长。人和动物

接触炭疽芽孢污染的环境如空气、水、食物、土壤等，经皮肤伤口、皮肤黏膜、消化道和呼吸道等途

径侵入机体，引起皮肤炭疽、肺炭疽、肠炭疽等。炭疽杆菌释放炭疽毒素，这种毒素能杀死血液中

的免疫细胞；增强微血管的通透性，导致出血和组织肿胀；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发生呼吸衰竭

和心脏衰竭。炭疽杆菌作为生物武器的剂型就是其芽孢附着在一定的载体（羽毛、树叶、昆虫或滑

石粉等）上后，再进行大面积的扩散传播。

炭疽杆菌虽有致病力强、感染后潜伏期短、致死率高等特点，但让人感到恐惧的真正原因是

它的高度隐秘性，发病初期常被当作感冒、皮肤病，以至延误最佳治疗时间。抗生素能够抑制炭疽

感染，但条件是必须在接触炭疽杆菌后的 48小时以内使用。

第 1章 走近细胞

（4）用显微镜观察大肠杆菌的结构与洋葱表皮细胞结构，最主要的区别是

，说明细胞的 性；它们的相同点是都具

有 、 、 ，说明细胞的 性。

拓展延伸

19 世纪的罐藏技术是由法国人古拉阿培尔于 1804年发明的。当时拿破仑发动战争，战线越

拉越长，给养供给已成难题，拿破仑便拿出了 12000法郎作为奖品，在法国征集能保持食品长时

间不变质的储藏保鲜技术。这一技术正好被当时开食品加工坊的阿培尔研制成功了，也就是成功

地研制了密封罐头食品的制作工艺。

请问罐头保鲜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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