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蚊子的科学教案 声音的产生和传播教学
反思(优质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那么教
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蚊子的科学教案篇一

听声音、造声音、研究声音，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和学生的生
活实际密切联系起来，橡皮筋、鼓、尺子等常见的实验材料，
从多角度、多层面为学生们开展科学探究提供了条件，促进
了他们的思维与动手能力的发展。既便于学生操作，又让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感受到“身边处处有科学”。

蚊子的科学教案篇二

人们接收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声音的传播。各种
声现象充满了人们的生活，而对声现象的了解也易于通过有
趣的、易操作的探究活动来进行，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初步的探究物理规律的能力，以及应
用物理规律解释物理现象的能力等。从学生兴趣出发来设计
教材的结构，这也许是把“声现象”作为本套教材第一章的
初衷。

蚊子的科学教案篇三

1、转变切入角度，改变教学顺序，直奔重点段落。人物刻画
是本文的精彩之处。在作者笔下，文中的两个人物都是那样
的神采飞扬，个性鲜明。但两人一主一次，从出场顺序看，
陈尧咨先卖油老人后；从文字上看，陈尧咨的笔墨多，卖油
老人笔墨少；从个性特点上看，陈尧咨的骄傲令人生厌，卖



油老人谦逊使人佩服；从内容上看陈尧咨是线索人物，卖油
老人是核心人物。如何让学生透过便面的迷雾看清本质，准
确地把握文章的重点呢？教学中我打破以往以叙事性文章按
事情的发展顺序教授的传统模式，从文中人物入手，帮助学
生拨开迷雾；勾画描写老人的句子，强化发差，激起学生的
阅读期待；读句子，寻找精彩语句，谈感受，直奔重点段落。

2、重视朗读指导，品味精彩语句，感悟精妙写法。有效地朗
读，可以品尝“文中味”，悟出“文外味”。抓住“读”这
个基本训练方式，带领学生走进语言文字的`殿堂。读与评议
是一对孪生兄弟，读、议、读、评，再读、再议……在这样
的过程中，学生感受到卖油老人斟油的技艺高超，体验
着“目瞪口呆”带来的神态巨变、心中惊叹，探寻着老
人“斜眼、点头”背后的所思所想，体验着陈尧咨的狂妄自
大，欣赏着老人的从容谦卑，思考着淡淡的话语中蕴含的深
刻道理。

蚊子的科学教案篇四

在探究学习中教师要不断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并通过
学生自评、小组议评、教师综合评，对学生的探究学习做出
适当的评价。评价时不仅要关注学生探究活动的结果，更要
关注学生在此过程中每个环节的表现。不仅要对学生的学习
成果进行评价，还要关注学生是如何取得的进步及其经历过
程，如，他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与同伴合作，在活动中是
否表现出兴趣、责任感、创造性与合作精神等等。

这一章节学生的探究活动较为简单，学生得到结论较容易，
学生很容易得到成功的满足，激发探究兴趣。

蚊子的科学教案篇五

沪科版《物理》八年级上册第一章“声现象”涉及的知识点
有：



1．体验声音的产生是由于振动引起的。

2．领会声音传播需要介质。

3．知道声音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不同。

4．在学习过程中领悟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