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觉觉教学反思 肺和呼吸的教学反
思(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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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觉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指导学生认识人的呼吸器官及其作用；在能力培养方面，
属于“观察能力”和“实验能力”的系列。

本课的思路是：先突破难点，指导学生认识呼吸的意义，然
后指导学生认识担负呼吸任务的器官，接着测一下肺活量，
最后向学生进行呼吸卫生教育，并设计一份戒烟小报。

教学目标

1、会做有关实验，会选择一定的方法测定自己的肺活量；

3、认识到保护肺等呼吸器官的重要性，吸烟有害健康，能逐
步养成保护呼吸器官的良好习惯。

教学准备：石灰水、塑料袋、水槽、吸管、玻璃杯、气球、
软尺。

教学过程：

一、认识呼吸器官

学生讨论。



（人体的器官有鼻子、喉、肺、气管、支气管等）

2、组织学生看教材中插图，进一步认识呼吸器官。注意：嘴
不是呼吸器官。

分组活动，指名演示。

4、师：你们通过刚才的了解，认为哪个呼吸器官给你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学生汇报。

5、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肺和呼吸的关系。（板书：肺和呼吸）

设计意图：活动从平常司空见惯的呼吸行为引入新课，有利
于调动学生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突
破难点“呼吸的意义”。

二、研究“人体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二氧化碳气体”

1、师：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我们呼出的是什么气体？

（二氧化碳气体）

2、师：我们今天就来研究这种与我们人息息相关的二氧化碳
气体。

（1）实验1：先收集一塑料袋空气，倒入澄清石灰水，摇晃，
观察有没有变化？

（2）实验2：收集呼出的气体，同样倒入澄清石灰水，摇晃
后观察有什么变化？

（4）交流实验结果：实验1，溶液没有变化；实验2，溶液变
浑浊；实验3，在呼出气体的瓶子里火柴灭了。



3、师：以上三个实验现象说明了什么？

（呼出的气体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不支持燃烧。呼吸让
我们吸进富含氧气的空气，呼出含有大量二氧化碳的废气。
人吸进的氧气与吃进去的食物发生反应产生人体活动需要的
能量。肺是氧气和二氧化碳进行交换的重要器官。）

设计意图：3个实验，目的是通过观察，了解人体呼吸的作用，
同时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如果条件
允许的话，一定要组织学生进行分组实验，那样效果会更好。

三、测肺活量

1、师：人一次用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就是肺活
量。我们动手测一测自己的肺活量。

2．学生阅读教材，自学测肺活量的方法。

3．师生讨论交流具体要求：

（1）学生按教材p50的提示测量自己的肺活量。并将相关数
据记录在教材p79上；

（2）各组找出肺活量最大的同学；

小组讨论、汇报：肺活量大的同学呼吸次数少，肺活量大说
明肺功能好，身体好。）

4、师：怎么样才能增大肺活量呢？

（加强锻炼等）

四、研究如何保护呼吸器官



2、学生自学教材，分组讨论。

3、班级交流。

（我们要为保护呼吸器官做些积极的事情，比如平常打扫卫
生先洒水，经常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不吸烟，预
防呼吸道传染病，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等。）

五、拓展活动

学生汇报。

2、讲述：课后请每个小组收集资料，设计并制作一份戒烟小
报。

设计意图：这一拓展活动，可以另安排一节课组织学生去讨
论、研究、出小报。

睡觉觉教学反思篇二

在4月7日，我开设了一节《细胞呼吸》二轮复习专题的公开
课。本节课除了本组的同仁参与听课以外，扬中市生物教研
员奚红凤老师以及来自其他兄弟学校的十几位老师也参与了
评课。

我们开设二轮复习的基本方针就是进行“靶向教学”，针对
的群体就是“b级”临界生，主要的内容是“基础+重点+漏
洞”，对于120分的试卷我们要抓的是100分。因此在进行教
学设计时，学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自查，分基础
知识的默写和判断题改正；第二部分是核心提炼，重点分析
呼吸作用类型及其实验设计，第三部分是漏洞补充，关于呼
吸熵问题的分析。

通过一节课的教学，我发现我们对学生的能力有所高估，学



生的基础还较差。所以，教学时我们还要放慢节奏，多强调，
抓重点，抓关键人。同时，我通过提问发现学生思考问题的
速度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快，有时我会被部分同学的呼应
所迷惑。所以，二轮复习仍然是多强调，抓反复，多提问，
多讨论，抓基础，抓考点。

这一节课的亮点就是突出了对临界生的专注，同时引导他们
跟上了课堂的节奏。同时这节课教学设计层次明显，循序渐
进，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通过今年几次的公开课活动，我发现自身的成长还是要结合
更多教师的指点，也需要别人的督促和鼓励，同时自我的反
思和总结也是促成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

睡觉觉教学反思篇三

学习可以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如果再让学生快乐地
学习，学习的过程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而在教学中使学生
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尊重学生，给学生自己作主的
空间。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自己发现问题，让
他们自己决定要研究的内容，根据自己的.情趣、愿望、能力，
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究，学生的内心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愿望
就更强烈，学习便变得有乐趣。其次，学生的学习小组是自
由组合的，也不反对单个学习，汇报时可以自由发问，学生
能够时刻感受到学习中的宽松和愉悦，这为学生的自主发展
培置了适宜的土壤，在这种感受到心理安全的情况下，学生
乐于去完成学习任务，同时也易于激发创新意识。如果说老
师总是时时处处以自己的眼光从成人的角度干涉学生，强迫
学生接受，学习活动则枯燥而缺乏动力，学习任务的完成就
不能得到保证。

陶行知曾经这样说：教什么和怎么教决不是凌空可以决定的，
他们都包含“人”的问题，人不同则教的东西、教的方法、
教的份量和教的次序都跟着不同了。21世纪的教育，是更关



注人的教育。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变“学生围着老师转”
为“老师围着学生转”，勇于成为学生学习的服务者。

睡觉觉教学反思篇四

通过这样的教学设计，虽然增加了学生思考的兴趣，但是对
于一般的学生也增加了思考的难度。尽量使学生从生物学的
学习中获得知识和研究方法是本节课的贯穿始终的宗旨。

由于受教材的限制，一节课完成教学流程的七个过程，相对
来说容量较大，往往在个别环节的处理上不是太精细，在衔
接上不太从容，感觉较仓促。但是教学的目的性体现较明确，
就是让学生亲自参与实验设计，从而进一步感悟和领会生物
学的研究方式，通过对知识的内在联系的探讨和分析，同类
知识的类比和从新组合，使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但是
由于学生的培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一节课的效果不
是太明显，但是教师要不断地努力，最终会达到理想的结果。

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积极性非常高，争先恐后地阐述各自的
设计方案，显示了极大的探究热情，智慧的火花随处可见。
但是，在实验原理的领悟和实验步骤的设计方面暴露出许多
的漏洞，表现出初一学生思想的活跃性与思维的局限性并存，
同时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有待于培养，对实验结果预测的科
学性不强，需要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完善设计。逐步养成
科学的思维习惯，提高实验设计水平，一次在以后的教学中
能既注重培养学生形成积极主动学习态度，更应注重学生获
去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力培养。

注重生生参与、师生交流、平等和谐，学生合作学习，共享
集体智慧是本节课的重要培养目标。虽然师生间较陌生，由
于教学过程较合理的设计，所以学生和教师很快的进入了状
态，形成了融洽的课堂分为，但是还是有些学生放不开，较
为拘谨，也许与平时缺少此方面的训练有关。



本节课在充分利用教材资源的基础上，又不拘泥于教材，同
时对教材也进行了再加工。突出了教材背后隐含的，注重学
生能力培养的指导思想。虽然学生对于实验的设计较幼稚、
分析能力较浮浅，但是教师的教学尝试，学生的学习体验是
最重要的。教学永远是件遗憾的事情，绝对没有完美的课堂，
但是会有不断创新的课堂，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文档为doc格式

睡觉觉教学反思篇五

现在是新教材，新教材的设计都有用意，要尊重教材，按照
教材里的内容进行教学。要注意高中的教学内容与初中教学
内容的衔接。比如酵母菌，初中就学习过，可以从酵母菌展
开，会让学生觉得倍感亲切，从而快速进入本节教学。

本节课一开始讲到了发面团，不如让学生看到、摸到发面团。
可以课前先去做一个发面团，然后分装在一个个小烧杯内，
一开始上课就让学生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现在的学生
正是缺少这些生活经验，这样会更贴近生活，能引起学生极
大的兴趣。也可以课前布置任务，让学生回家和个面，亲自
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课堂上演示实验，尽量走下来，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看
得真切。操作过程中涉及到有毒有害物质时，应该跟学生说
一声，提醒学生要注意实验安全。比如本节课的实验涉及到
重铬酸钾，这是有毒的致癌物。演示实验做完要及时收拾好
药品和器材，给学生树立一个做实验规范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