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的教案 地球的运动教学反思(优质8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地球的教案篇一

关于《地球的运动》这一内容的，鉴于学生还没有学习物理
对运动的相对性，以及相对静止还不会，所以我采用由浅入
深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让学生从现象上去感受地球自转。因
此我的多媒体课件上用了视频教学，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地
去理解本堂课的知识点。我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以及弥补
不足的方法。

第一，知识的生成不够明确。在讲解自转周期时候涉及到了
物理方面的知识，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做融合还不够，不利于
学生的理解。因此在以后的教学当中我应该注重知识的生成，
让学生不仅掌握知识还要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第二，部分学生的学习被动性仍然很强。虽然设计了几个活
动，但是还是没有把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据此
我觉得我应该在今后的课堂上多多走动，特别是后面部分的
学生，应该多督促他们把心思集中在课堂的学习以及互动上。

第三，缺乏自信，不够从容坦然。在本次课堂的教学过程中，
我有点过度依赖于视频，不是说对知识点的不熟悉而是内心
不自信，怕自己出错，从而也难以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课堂
氛围。因此，我觉得在今后的教学当中，我应该精心设计每
一堂课，多花时间准备一下，不断培养自己的自信，把自己
自信从容的一面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每节课都能在愉悦的课



堂氛围中收获知识。

地球的教案篇二

对于小学生来说，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学说观点是不容易马上
理解和消化的，即使有些学生在字面上能看懂。因此，让学
生寻找科学家的证据，建立观点和证据之间的联系显得尤为
重要，教师要帮助学生解释这些证据的意思。在理解证据的
基础上，学生的思维才可能到达一定高度，才能反过来思考
科学家这些证据是否就能够说明他的观点。于是课前让学生
进行相关的信息收集，学生通过解释证据、建立观点和证据
之间的联系，比较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不同和相同点，他们对
于地球昼夜交替现象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并能够根据已有
观点选择认为正确的猜测。同时对于历史上科学家的研究态
度和科学精神产生共鸣。

地球的教案篇三

科学课应精心呵护儿童与生俱来的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培
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求知欲，让他们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
的学习活动，增长科学探究能力。这节课我设计了情境导入，
激发兴趣——基于科学，探讨真实世界——走出课堂，融入
现实社会的教学模式。

首先通过观看一组地球图片，激发学生的兴趣，并采用画一
画的方式使学生初步感受地球是个水球。学生虽然知道水的
大致分布，但并不清楚这些水的特点，利用课件播放水的相
关资料，不仅让他们感受到水体的美丽，激发学生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热爱，而且初步建立咸水和淡水的概念。

接着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可供人类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的缺乏，
这是本课的重难点。如何让学生比较深刻的感受淡水资源的
匮乏，我设计了一个体验活动，我让学生用杯子装一杯水代
表地球的水，再用汤匙舀一汤匙的水代表淡水的总量，用滴



管滴一滴水代表淡水资源，这一滴可以利用的`淡水还被不同
程度的污染了。让学生的感受更深刻，使学生强烈地意识到
浪费水真的很可怕。

第三块是让学生出示自己课前收集的水的污染和浪费现象的
相关资料，这样不仅可以培养他们收集信息的能力，而且可
以让他们的印象更深刻。通过对水污染危害的了解，更感受
到了人类这些行为的愚蠢。

最后通过体验节水的必要性，播放视屏：最后一滴水是人类
的眼泪，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节水的重要性，并指导
学生设计节水广告语，做成宣传牌，走出课堂，融入现实社
会。随着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趋势，开展实践活动，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参与社会的能力。在今后的教学
中，要有意识地开展这类活动，是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地球的教案篇四

今天在三个班级上的都是第四章的第1节地球的自转。

我首先来进行我上个礼拜五布臵的默写内容，看看他们是不
是学习了，结果告诉我，他们没有学习，甚至说根本就没有
看书。开始正式上课，因为在这节课的内容不是很多，首先
讲解了关于地球的自转方向，以及地球自转所产生的一些现
象，在这里同学们理解起来还可以的，就是在讲解p108活动
时稍微有些困难，因为他们把上个学期学的关于地球的知识
全部忘记了，不过我讲解了一下同学们就知道了，题目就很
快的解决了。

晨昏线：晨线——由昼变白；昏线———由白变昼，方法是：
在晨昏线上找一点，看这一点在下一刻是到昼半球还是夜半
球，如果到了昼半球那么这条线就是晨线；相反，如果到了
夜半球那么这条线就是昏线。接下来大部分同学就明白了。
不知道这样的讲解是否存在着不妥，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些可



以用的！

地球的教案篇五

在进行本课的教学的过程，我首先以上节课的麦哲伦的环球
航行为导课引语。这样学生就在回顾上节课的基础上，又进
行科研引导学生思考地球的相关问题，随着地球的问题的提
出。我根据学生反应，引入本课额。地球有什么。这样的导
入新课的方式，我想还是比较的顺手的。学生的反应不错。

在下面的学习中，我从学生身边出发来讲地球上有什么。对
于身边的事物，学生们非常的`熟悉。学生们积极踊跃的进行
回答。在学生回答的基础我又补充了相关的资料。这样学生
就会更好的进行了解地球上有什么。这些资料当然不是我们
身边经常能够看到的，之后学生又播放了自己的ppt，进一步
展示地球的万事万物。这样本节课比较容易进行和效果较好
的进行学习。在这部分的学习中，学生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表
现出来。比如上课不注意听课，听课的时候不注意听同学的
汇报，或者只是关注自己的汇报。这样对于学生来说只是表
现了自己，而没有从其他的同学那里进行学习。效果对于他
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好的。我想在学生的听课的习惯上需要对
于学生进一步的规范和教育。

然后很自然的就到了观察地图进行发现的环节。在这个环节
中，我发现有部分学生没有积极的携带地图或地球仪的等相
关的资料。这说明学生在最近的学习中懈怠了。这需要我在
以后的教学与教育和思想引导，及激发学生的积极的兴趣。

在汇报的环节，学生发现的很多。只要学生进行了认真的发
现，都有了较为好的收获。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想来，在
本课的教学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生学习积极的性的激发和
学生上课习惯的重塑。



地球的教案篇六

《地球的新生》这一节课主要是海报的设计，但是主题定成
了保护地球环境的海报制作，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渗透生命
教育这个主题例如，第一部分我给学生出示了一些美丽的图
片，有山川、海洋、河流等，第二部分出示“哭泣的地球”，
地球上一些备受污染的地方，大气污染、水污染、吸烟对人
体的危害等，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保护环境的`意识，从而再来
讲海报的制作，这样一来学生在画的时候也就有内容了。整
堂课讲下来，我总结了一下，有两点不足：

一是课堂气氛不是活跃，课后我想要是把课一开始的谜语导
入换成视频导入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二是时间控制的不是很好，提问的时候让学生说的时间有点
多了，所以动手画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足，以后还要多注意这
几点。

地球的教案篇七

通过实施《地球清洁工》这一课的教学设计及对案例的反思，
我深刻地感受到：要想让学生爱语文、学好语文，老师要的
事情很多。

1、郾激发情感，调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的情感参与是学生
自主学习的动力因素，而教师的教学情感、多媒体的合理运
用、平等融洽的课堂气氛，教学情境的.设计等等，都有利于
调动学生的情感参与。本课就是综合了以上各种元素，有效
地激发了学生的情感，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在整
堂课上始终以积极的热情参与学习，因此才有了学生“我要
读”“我要问”“我要演”的声音，这正是学生自主、快乐
学习的体现。

2、郾要特别重视教学方法、形式、手段的更新、创新。“读



一读、问一问、演一演”，这并不是什么新教法，但我却能
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根据儿童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
在“读”上求创新，在“问”上动脑子，在“演”上出新招，
激活了学生的思维，给学生心灵放飞的权力，培养了学生的
悟性、灵性，帮助学生体会到语文学习的快乐。

3、郾要用好“对话”这种教学形式。“对话”把学生摆到了
主体的地位，真正将学生当作了学习的主人，敢于放手让学
生在知识的领域自由地翱翔，感受学习语文的自由、快乐。
这种学习方式，让学生独立思考，质疑问难，自主学习，克
服了教师教学时“牵着学生鼻子走”的毛病，真正帮助学生
读懂、学会。当然，学生“敢问”只是一个方面，老师还应
该帮助学生“会问”和“善问”，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思维
的发展。

地球的教案篇八

肯定的地方：

1.利用学生的生活感受和多媒体辅助教学，调动了他们的.积
极性、主动性。

2.注重知识的前后联系，引导学生思考本课学习与前两节知
识的联系，做到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课堂设置了富有启发
性的问题，效果较好，能帮助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并努力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

3.学习中注重了基础知识的强化和读图、识图析图、能力的
培养。

有待改进的地方：

1.应充分留给学生多的活动时间和自主探究的机会。



2.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差生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