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实用5
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篇一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这一节应该是《图形的相似》这一章
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本章中的一个难点，那么如何突破
这个难点呢？课堂该怎样准备呢？在上这一节课之前，我不
断的问自己，于是，我不断地翻阅辅导资料，看课本上例题，
练习题，最后我发现在这么多习题中，其实就是三类问题。

第一，测建筑物高度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见，测古塔高、
楼高、旗杆高等。

第二，利用平面镜反射原理图解决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
见“雨后天晴，地面上有一水洼”此种问题，在此类问题中，
水洼充当平面镜。

第三，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图解决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
见“照相馆里拍照片问题”、“钳子问题”等。

另外，我发现解决这三类问题的过程具有共性，就是先建立
数学模型，然后找一对三角形相似，由三角形相似得出一个
比例式，由比例式解决问题。

根据自己的发现和准备，我设计这一节课的思路为：



第一，先设计三个具有代表这三类问题的例题。

第二，由三个例题让学生总结归纳出解决这类问题的规律和
步骤。

第三，然后配套三个练习题，让学生进行练习巩固。

按照这一设计，我上完了本节课，课下我根据批改学生的作
业和练习题，我发现这一节课比较成功，大部分学生都能够
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的一点问题就是，许多学生的过程
还不够规范，课下又进行了纠正。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篇二

为了使学生能对相似图形有一定的了解，准确识别相似图形，
我从网上搜集了生活中大量的相似图形的图片，并且不断地
进行位臵变换，既使大家认识到数学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
又使同学们认识到相似图形与位臵，大小无关。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能充分理解生活中存在大量相似图形
的例子，除了用课件展示外，我尽可能多地提问，让学生有
充分的思考与讨论的机会，同学们七嘴八舌，兴趣高涨，尽
管有些回答不完美，不准确，但从他们的发言中，我能感受
到他们积极思考的状态。而这些，也正是新课改下我们要努
力达到的方面。

画与已知图形相似的图形是本节难点，在以往的教学中，为
了缩短授课时间，对于学生动手操作的问题，我总是轻描淡
写，在今年的教学中，课堂上，我安排了一定的时间，让学
生动手在后面的格点图中，画相似多边形，我发现，在学生
画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相似多边形的性质，相似多边形
对应边成比例，这为接下来的教学做了很好的铺垫。



观察是认识事物最基本的途径之一，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基础。在本章内容中，如何从比较复杂的图形中辨认出相
似图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从本章开始，我就重
视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努力找出图形
的异同点，并让小组充分讨论，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相似是图形的基本变换之一，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例
如，在进行美术图案或宣传广告图画的设计时，经常运用相
似放大或缩小图形，以达到设计要求。为了培养学生应用数
学的意识，在教学中，我大胆放手，不单让学生通过课件欣
赏，还让学生自己动手，这一环节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学
生的积极性。

总之，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我深刻认识到，上好一节课并不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有老师认真备课，备学生，备教材，
备教法，做到心中有教材，眼中有学生，真正把课堂还给学
生，才能使我们的课堂更美，更有效！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篇三

《相似三角形的应用》这一节应该是《图形的相似》这一章
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本章中的一个难点，那么如何突破
这个难点呢？课堂该怎样准备呢？在上这一节课之前，我不
断的问自己，于是，我不断地翻阅辅导资料，看课本上例题，
练习题，最后我发现在这么多习题中，其实就是三类问题。

第一，测建筑物高度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见，测古塔高、
楼高、旗杆高等。

第二，利用平面镜反射原理图解决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
见“雨后天晴，地面上有一水洼”此种问题，在此类问题中，
水洼充当平面镜。

第三，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图解决问题，辅导资料里面多



见“照相馆里拍照片问题”、“钳子问题”等。

另外，我发现解决这三类问题的过程具有共性，就是先建立
数学模型，然后找一对三角形相似，由三角形相似得出一个
比例式，由比例式解决问题。

根据自己的发现和准备，我设计这一节课的思路为：

第一，先设计三个具有代表这三类问题的例题。

第二，由三个例题让学生总结归纳出解决这类问题的规律和
步骤。

第三，然后配套三个练习题，让学生进行练习巩固。

按照这一设计，我上完了本节课，课下我根据批改学生的作
业和练习题，我发现这一节课比较成功，大部分学生都能够
顺利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的一点问题就是，许多学生的过程
还不够规范，课下又进行了纠正。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篇四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是北师大版九年级上册第四章第七小
节内容。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探索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并能用
相似三角形的性质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了解
相似三角形基本性质和判定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相似
三角形的特性，以完成对相似三角形的全面研究。

这节课我以合作探究的形式展开，让学生探究发现结论，体
验成功的乐趣，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科学态度，促进创造性
思维的发展。通过学生独立思考、小组交流、学生展示、师
生共评等环节，让学生在学习探究中，体会、理解、掌握相



似三角形对应中线的比、对应高的比、对应角平分线的比都
等于相似比。并通过教师设问，学生大胆猜想，分组交流讨
论，类比得出相似三角形对应线段的比等于相似比这一结论。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趁热打铁，适时训练，在“我来抢答”
环节中，设置了不同层次的问题，以使不同层次的同学都能
获得应用知识的快乐，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特别是练习第3
题，涉及到了分类讨论的思想，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渗透数
学的思想与方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学以致用环
节中，我对教材稍作处理，所增添的题为后面二次函数的'学
习做好铺垫，在作业的设计上体现了分层布置，同时课外作
业主要是为了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进一步体会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

本节课总体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参与率高，而且学生能
做到在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与同伴交流互动，大胆发言，
小结部分也能对照目标进行自查。但是在今后教学中，特别
是在学生活动中，教师还是应该给学生稍微留出相对宽松的
时间和空间，多让学生去展示，学会去放手，让学生自身在
经历中成长，在交流中获知和进步。

六年级科学相似与差异教学反思篇五

相似图形生活中处处可见，也是学生所熟悉的。学习本章内
容是，充分类比了三角形全等的有关知识，让学生回顾三角
形全等的有关性质和判定，并会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描述，初
步具有有条理的思考和表达的能力。相似只看形状即，所以，
前面的学习是本章的基础。

在本章的教学中，要注意联系实际，相似是生活中常见的现
象，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相似的例子，在教学中应提供大
量的实物图标，从实际的例子出发，结合实例来让学生理解
相似的`有关概念和相似，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教学时注意突出图形性质的探索过程，重视试验操作和逻辑
推理的有机结合，通过多种手段来探索图形的性质。对于相



似的形式的探索，可让学生通过测量长度和角度，自己发现
其性质和判定方法。在学生通过观察，操作探究出图形的性
质后，还要求进行证明，使直观操作和逻辑推理有机的结合
在一起。

在教学中也应注意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展示知识的迁移变
化过程。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形
成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数学思想方法的
初步形成也是我们中学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教学任务，因此，
教学时要充分注意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如类比，转化的思
想方法等，在讨论相似的内容是，用全等的知识作类比.在证
明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是通过作全等三角形，把要证明的
问题转化为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从而他问题从未知转化为
已知，从复杂转化为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