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信阳市 2021 年度生物学科 

 

 

 

优质课教案 

 

光山高级中学 

 

授课教师：吴翠华 

 

 

 

 

 



 2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难点突破 

授课人：吴翠华  指导教师：尹宇  学校：光山高级中学 

一、课程分析： 

本章课程的核心是介绍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生物进化理论的发展

和其他科学理论的发展一样，不是简单的新理论对旧理论的否定和排

斥，而是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修正、深入和扩展。从拉马克的进化学说

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以及现代进化理论的由来，大体都走过了

这样的轨迹。这些应该成为处理本节教学内容的基本脉络。本节内容

包括：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基因频率的计算。 

二、学情分析： 

学生对知识网络的构建能力不足，对各种基因频率的计算弄不清

楚，在做题时易混淆。 

三、三维目标： 

1、知识与能力： 

能解决各种类型基因频率的计算； 

2、过程与方法 

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由教师提供讨论的素材，组织引导学生讨

论、活动，最后由师生共同总结的形式进行。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形成生物进化的观点； 

（2）学习达尔文的执着精神，树立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四、设计理念： 

此部分内容简单，前后顺序逻辑严密，框架思路清楚。以教师引

导、点拨；学生自学探究的方法处理教学内容是可行的。关于达尔文

进化学说，教师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评说其要点，然后教师

可以指出学生不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本节教学的中心。现代

生物进化理论是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综合了生物学各学科的成就

和多种生物进化因素建立起来的，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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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解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由来的关键。因此大致思路如下：通过构建

知识网格引入本课      学生通过自学掌握本节知识框架      4种

题型引入基因频率计算，归纳总结并反思。 

 

五、课程内容 

 

 一 基础知识框架 

1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内容 

 

 

 

 

2 物种形成的环节及过程 

 

 

题点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深刻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看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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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与生物进化相关的叙述，正确的是 

A．生物进化的本质是种群中有利变异的保存和积累 

B．变异为生物进化提供原材料，决定了进化的方向 

C．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是新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D．个体的表现型在个体死亡后消失，种群通过繁殖保留基因库 

题点二．(2017·长沙调研)如图所示为种群与物种的关系图解，

关于它们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个物种可以有很多种群，这些种群间只

是因为地理隔离，阻碍了基因交流 

B．若物种 2是由物种 1 形成的，则物种 1 一定发生了基因频率

的改变 

C．由物种 1形成物种 2 的必要条件是地理隔离 

D．若种群 1与种群 2 的基因频率都发生了改变，则这两个种群

都在进化 

 

二 基因频率的计算 

题点一 利用基因型个体数计算基因频率 

1．某小岛上原有果蝇 20 000 只，其中基因型 MM、Mm 和 mm 的果蝇分

别占 15%、55%和 30%。若从岛外入侵了 2 000只基因型为 MM 的果蝇，

且所有果蝇均随机交配，则 F1 中 m 的基因频率约为 

A．43%        B．48% 

C．52%           D．57% 

2．已知人的褐眼(A)对蓝眼(a)是显性。在一个有 30 000 人的群体中，

蓝眼的有 3 600 人，褐眼的有 26 400 人(其中纯合子 12 000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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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群中 A、a的基因频率各是多少？ 

 

[解析] 因等位基因成对存在，30 000 人中共有基因 30 000×2＝60 

000(个)，蓝眼 3 600 人中含 a 基因 7 200 个，褐眼 26 400人，纯合

子 12 000人含 A基因 24 000个，杂合子 14 400人含 28 800 个基因，

其中 A 基因 14 400个，a 基因 14 400个。则 A的基因频率＝(24 000

＋14 400)/60 000×100%＝64%，a 的基因频率＝(7 200＋14 400)/60 

000×100%＝36%。 

[答案] 64%和 36% 

题点二 利用基因型频率计算基因频率 

3．在一个种群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其中基因型为 AA的个体

占 14%，基因型为 Aa的个体占 76%。求基因 A和 a的频率分别是多少？ 

[解析] 基因 A 的频率＝AA 的频率＋1/2Aa 的频率＝14%＋1/2×76%

＝52%，基因 a 的频率＝1－基因 A 的频率＝1－52%＝48%。 

[答案] 52% 48% 

题点三 与伴性遗传有关的基因频率计算 

4．(2017·阳泉模拟)某社区全部人口刚好男女各 400 人，居委会进

行红绿色盲普查，发现女性中有 10 人患色盲，12名女性的父亲是色

盲，18 名色觉正常妇女的儿子患色盲，男性中共有 22 人不能区分红

色和绿色。假设相关基因用 B、b 表示，那么，这个群体中红绿色盲

的基因频率约为 

A．7.5%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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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6%     D．8.1% 

5．在某人群中对血友病进行调查后发现，基因型为 XHXH 的比例为

42.32%，XHXh 为 7.36%，XhXh 为 0.32%，XHY 为 46%，XhY 为 4%。则

在该地区 XH 和 Xh的基因频率分别为 

A．6%、8%     B．8%、92% 

C．78%、92%    D．92%、8% 

题点四 利用遗传平衡定律计算基因频率 

6．已知苯丙酮尿症是位于常染色体上的隐性遗传病。据调查，该病

的发病率为 1/10 000。请问，在人群中苯丙酮尿症致病基因的基因

频率和携带此隐性基因的杂合基因型频率各是多少？ 

[解析] 由题意可知基因型 aa的频率为 1/10 000，计算得基因 a的

频率为 1%，所以基因 A 的频率＝1－1%＝99%.基因型 Aa 的频率为 2

×99%×1%＝1.98%。 

[答案] 1%、1.98%。 

7.(2015·全国Ⅰ，32)假设某果蝇种群中雌雄个体数目相等，且对于

A 和 a 这对等位基因来说只有 Aa一种基因型。回答下列问题： 

(1)若不考虑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则该果蝇种群中 A基因频率∶a

基因频率为____。理论上，该果蝇种群随机交配产生的第一代中 AA、

Aa 和 aa的数量比为________，A 的基因频率为_____。 

(2)若该果蝇种群随机交配的实验结果是第一代中只有 Aa 和 aa 两种

基 因 型 ， 且 比 例 为 2 ∶ 1 ， 则 对 该 结 果 最 合 理 的 解 释 是

_______________。根据这一解释，第一代再随机交配，第二代中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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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a基因型个体数量的比例应为____。 

六 跟踪练习 

1(2018·江西九江期中)寄生在乌鸦羽毛中的虱子大量繁殖会造成乌

鸦羽毛失去光泽和尾羽残缺不全，影响雄鸟的求偶繁殖。请回答下列

相关问题： 

(1)已知某乌鸦种群中对虱子具有抵抗力的个体 AA 和 Aa 的基因型频

率分别是 30%和 40%，则 a 的基因频率为________，A 的基因频率为

________。 

(2) 若 干 年 后 ， a 的 基 因 频 率 将 ________ ，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调查发现乌鸦的巢大多筑在高大的乔木上，近年来由于人类对环

境的破坏，许多地方的高大树木被砍伐，使乌鸦原有的栖息地越来越

小。有人推测，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乌鸦选择在灌木上筑巢。

假设这种推测确实发生，几十万年以后，在灌木上筑巢的乌鸦会变成

新物种吗？请说明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下图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物种演化的模型。图中上为甲岛，下为

乙岛，A、B、C、D 为四个物种及其演化关系，请据图回答下面的问

题： 

 

(1)由 A 物种进化为 B、C 两个物种的内因是________，外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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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进化的实质是______________。 

(2)甲岛上的 B 物种迁到乙岛后，不与 C 物种发生基因交流，其原因

是______________。 

(3)迁移到乙岛的 B物种可能会________________。 

(4)假设种群中有一对等位基因 A 和 a，A 的基因频率为 0.1，a 的基

因频率为 0.9，那么 AA、 Aa、 aa3 种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

____________________；若环境的选择作用使 a 的频率逐渐下降，A

的频率逐渐上升，则后代中 aa 基因型个体的变化趋势是

____________。 

七 、板书设计 

一 网络知识 

1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 

2 物种形成的环节及过程 

  二 基因频率的计算 

1 利用基因个数计算基因频率 

2 利用基因型频率计算基因频率 

3 伴性遗传基因频率的计算 

4 利用遗传平衡定律计算基因频率 

八、作业布置 

  1 完成课后作业 

  2 预习下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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