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玩的陀螺说课稿 三年级抽陀螺
教学反思(模板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
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一

在制作陀螺的课上，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他们用自己的材
料制作的陀螺，虽然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意
想不到的问题，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的积极的思考进行解决。
在探究的要研究的问题-颜色的合成的时候，部分的学生都有
一些的发现。但是还是留有一些内容放到了课下进行学生自
主的探究。

我想本节课的一个不当之处是学生的制作陀螺的方法指导还
是有一些的欠缺。在制作的过程中，老师指导每个小组的同
学进行制作活动，但是还是发现有部分小组的同学没有能够
进行合作。就是说学生们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没有积极地进
行分工合作，导致学生制作效率下降。我在这里需要在以后
的时间中，给学生进行培训。通过对各个小组的学生进行培
训，使学生能够尽快的学会合作，学会分工，养成较为良好
的合作精神。

1.首先进一步明确各个小组的组长，并且队员小组长进行培
训。培训的内容，组长的职责，组长的权力和义务，组长的
工作方法（包括:分工的方法，携带材料的任务布置，小组合
作学习工作组织，小组探究任务分析和总结等）

2.培训小组的各个成员。小组的成员分别是组长、操作员、



观察员、记录员、监督员等。各个小组成员的职责和任务给
他们以明确。各个成员的培训，分开进行。各个成员先固定2
个月，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

3.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在教学的内容的组织，要凸显学生合
作学习和自主自主探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及教学方法
的.应用上。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二

昨天中午，舅舅请我们出去吃饭。饭后，表妹要去书城看书，
于是我们就一直走，走到了古彭广场。广场上，许多人在抽
陀螺，表妹要，舅舅就给我和表妹一人买了一个陀螺。

我的陀螺是木制的，高约六七厘米，外观看似一个倒立的蒙
古包，底部尖端有一钢珠，顶端表面画了美丽的图案，旋转
起来特别好看。

我四年级的时候在青山教育时曾经学过抽陀螺。于是我就凭
借着在那里学到的经验抽起来：先将绳子缠在陀螺上，然后
迅速抽开绳子，让陀螺转起来，接着用绳子斜着抽打陀螺，
让陀螺一直保持高速旋转。最初打时，手比较生，总是抽空。
但后来抽着抽着，就抽出了经验，陀螺抽得比较准，转的时
间也比较长，也很容易把陀螺抽的远。舅舅、妈妈都夸我抽
得好。

我继续抽的`时候，看见两位叔叔在抽一个非常大的陀螺，我
很佩服他们勇于挑战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
以后也要勇于挑战困难，做个勇敢的有心人。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三

在活动开始时我先出示自己制作的陀螺并演示转陀螺，激发
幼儿想玩陀螺的兴趣。引导幼儿说出自己来动手制作陀螺。



在幼儿自己动手制作陀螺之前，先讨论制作陀螺需要的材料、
制作的步骤。陀螺不外乎是一个纸板剪成圆形，画上各色花
纹，再在中间插上一根火柴棒，用手一捻即旋转起来。但是
在今天的活动中我请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形状来做底
板，不一定要用圆形。小朋友们听我这么一说，都来了兴致。
大家剪的剪，转的转，一会儿就做出了正方形、长方形、三
角形、花形等各种形状的陀螺。一瞬间，桌子上、地上到处
都旋转着形状不同、色彩各异的陀螺，孩子们玩得开心极了。
“为什么有的陀螺转得快，有的陀螺转的慢？”“为什么有
的陀螺转的时间长，有的陀螺转的时间慢呢？”随着问题的
不断提出，孩子们的发言也更踊跃了。他们还从中得出结论：
各种形状的陀螺都能转动，但纸板不能太大，而且火柴棒要
插在中心上，这样才能转得又快又稳。

这次活动，孩子们兴趣浓、热情高，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
的认识更是印象深刻，这也大大提高了幼儿的探索兴趣。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四

生活有很多的废旧材料，废报纸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在
一次收拾中，我把一张报纸卷成一个球远投到垃圾桶的.时候，
看见小朋友对我的动作很感兴趣。其中有个小朋友还学了起
啦。这一情景给了我灵感，于是，我设计了这次“报纸真好
玩”的活动。

1.引导幼儿通过玩报纸的活动，练习投掷·跳跃等动作，发
展幼儿的综合能力和协调能力。

2.体会合作游戏的快乐，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良好品质。

让幼儿大胆地创造发明与同伴不一样的玩法，遵守活动规则。

大灰狼头饰。 音乐cd。 布置好场地。



活动过程（活动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
对话、活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活动的主要环节很清楚地
再现，即开始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延伸环节。注：
重点表述基本环节）

一．引导幼儿随着音乐节奏的快慢不同做各种模仿动作，活
动身体各个部位。

二．鼓励幼儿开动脑筋，想出各种不同的玩法，发张幼儿的
创造力·想象力。

三．通过游戏“战胜大灰狼”锻炼幼儿的投掷能力，培养他
们遵守活动规则的良好品德。

（一）、在幼儿休息的时候出示大灰狼头饰，吸引幼儿的注
意，激发幼儿游戏的兴趣。

1.老师：“你们看，这是谁啊？我们怎样才能赶走大灰狼
呢？”

2.幼儿想出各种方法。幼儿a:用报纸团成球打他。 幼儿b:用
报纸搓成棒去打大灰狼。

3.最后大家一致肯定用报纸球扔的方法比较好。

（二）、引导幼儿对游戏的规则稍加讨论，肯定。

1.老师：“怎样才能既打倒大灰狼又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呢？”

2.幼儿讨论讲述。

幼儿a：离大灰狼远一点。（划定投掷的起点线）



幼儿b：要瞄准大灰狼。

3.教师小结游戏的规则：大灰狼来了，我们要对大灰狼投出
自己的报纸球，注意不要和大灰狼靠的太近，要退到线后边，
对准大灰狼再扔。

4.幼儿站在起点线后边，反复瞄准大灰狼练习投准。

四．随着舞蹈“快乐舞”帮助幼儿放松紧张的身体，情绪，
结束活动。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五

飞旋的陀螺的这节课是一节科学活动探索的课。首先学生需
要制作陀螺，需要学生用卡纸，剪刀火柴棒和彩笔等用具去
制作陀螺。这一步本节课的进行探究的前提，学生只有在制
作完成各种颜色的组合的而成的陀螺，然后用陀螺旋转进行
研究颜色的合成。在制作的过程，学生可能遇到很多的意想
不到的困难，这就需要老师予以恰当的及时的去引导。

本节课，学生在制作陀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首先所带
的材料有些不太适合进行制作陀螺。比如有些带来的卡纸的
颜色不太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指导这些学生想法设法进行
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他们想出方法解决
这个问题。他们用白纸做一个和陀螺圆盘的等大的圆纸片，
然后再涂上合适的颜色，然后再贴在脱离上。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学生的遇到的问题是陀螺在旋转的时候，火柴棒还是容
易打滑。这样陀螺的就不能够旋转起来，这样学生的探究遇
到了问题。通过和学生交流，共同想法设法，初步解决这个
问题。他们在陀螺的底面用卡纸条贴上以固定中间的火柴棒。

通过这节课的制作和探究，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探究的能力得
到的锻炼。我想学生通过这节课制作和探究，学生得到了锻
炼。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六

我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其中玩陀螺是这段时间我最喜欢的'
一项活动。

我有七个陀螺，其中四个是平时妈妈给我买的，还有三个是
我生日的时候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它们都有名字哦，像爆
烈巨拳、烈风天翼、青蓝冰伞、黄金火焰……，还有几个我
叫不出名字。为了陀螺转得更久，我经常按自己的喜好把它
们改装了。

我一个人玩的时候通常会用发射器先后依次发射两至三个陀
螺，看它们谁旋转的时间最长，攻击力强，防御力强。曾经
我用计时器试过，旋转时间最长的陀螺，可以一直旋转两分
三十秒。我觉得它转得好久哦。

有时候我会和爸爸、妈妈比赛。我们会同时发射两个陀螺，
看谁的陀螺旋转时间最长，妈妈总是比不过我。可是我的爸
爸非常厉害，每次他的陀螺都比我的陀螺转得久。虽然我每
次都输，但好几次都是被他赖输的，我不服气，下次我还要
和他比，我一定要超过他。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七

星期二，我给小朋友们上了一堂语言课：《快乐轮胎》。

第一环节，我引导幼儿猜测：山坡上滚下一个圆圆的东西，
猜猜是什么？小朋友们各抒己见。他们的回答，让我对他们
十分地钦佩：橘子，石头，西瓜，皮球等等，我不禁佩服他
们的想象力，当我听到乐乐小朋友回答出大象的时候，我还
有些不解，提醒他是圆圆的。乐乐说：“大象卷起来，滚下
来，就是圆圆的”。那一刹，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表扬他，
也不知道如何形容我欣喜的表情。



在第二环节中，我请幼儿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快乐的轮胎。并
说说，你会滚到哪里去了。因为是发散幼儿的思维，我对他
们的回答没有做出否定。孩子们的回答又一次向我证实了他
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滚到太阳上，滚到肚子上，滚到地上，
滚到钢琴上。我对他们的回答给予了赞扬，同时用小轮胎在
钢琴上滚了一会，当钢琴在轮胎的滚动下发出了悦耳的琴声
时，小朋友们乐呵呵地拍起了小手。

通过一堂，让我看到了小朋友们的聪慧，看到了小朋友们的
闪光点，真是收益不少。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八

《纲要》指出：要避免仅仅重视表现技能或活动的结果，而
忽视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的倾向。故事是幼
儿最喜爱的一种文学形式，通过故事教学，能培养幼儿良好
的品德，帮助幼儿发展语言，体验故事角色的心情从而转化
成幼儿自身的快乐。一个废旧的汽车轮胎能带来多少快乐呢？
孩子们在故事《快乐轮胎》里找到了小松鼠的快乐之源。

本次活动内容来源于幼儿的生活，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将幼
儿带入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车子、轮子、轱辘轱辘，是
幼儿在玩汽车的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在他们欢快地追逐汽车
时，对到处滚动的轮胎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故事内容
简单，但情节有趣、生动，为了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求知欲，
我利用真正的轮胎吸引幼儿的兴趣，利用挂图讲述故事情节。
活动中，很多环节用到提问法，边看图边提出问题，故事里
描写的有趣情节吸引着孩子们。最后环节说说轮胎滚到了什
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时，我发现虽然是小班的孩
子但我惊讶于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故事里小动物快乐的感染
了每一个孩子，孩子们能亲自来尝试一下滚轮胎的乐趣，孩
子们有了很多的玩法。有了真实的体验孩子们更能理解感受
故事里快乐的情感，幼儿在情感愿望的驱动下大胆想像，体
验到想像的乐趣，同时也以角色的身份感受了小动物乘坐轮



胎时的快乐的感受。

好玩的陀螺说课稿篇九

大班孩子们对魔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表现出极大
地好奇，在大班孩子的眼里，“魔术师”是非常神奇，无所
不能的人物，有了部分生活经验和独立思维的大班孩子就会
更喜欢这个人物，并且兴趣浓厚。为了让幼儿上一节有趣又
生动，开心放松的课。因此，这次教研课我选择了大班综合
活动------《好玩的魔术》。

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幼儿通过观看魔术表演和模拟魔术表演的
活动，激发幼儿对魔术中科学原理的探究欲望和动手操作的
兴趣，带领孩子们感受神奇的魔术，积极引导幼儿充分运用
各种感官，动手动脑，主动探究魔术的秘密，并通过自己表
演魔术的方式来表达探索的结果，最后通过设疑结束活动，
激发幼儿继续探索的兴趣。

在目标定位方面也是根据幼儿的实际能力，是幼儿可以达到
的。活动中不管是教师变魔术还是幼儿自己发现秘密自己操
作都体验到了快乐，被表演所吸引，也对老师产生了喜爱和
崇拜之情。

活动中，我通过魔术“纸牌变色”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加
上邀请了幼儿与我配合，更加提高了幼儿的兴趣度，在情绪
方面还调动了其他幼儿的积极性，在表演时，魔术的过程让
幼儿惊叹。尤其是后来幼儿看老师变的“兔子耳朵”和“一
个小圈变大圈”的魔术，充分的让幼儿的思维得到锻炼，幼
儿们的想法因为魔术你的神奇跟着也创意十足。

整个活动中，幼儿非常渴望自己也能把弄熟变出来，因此在
实际操作中，我让幼儿由看我变，自己猜，按自己猜的做，
到讲解秘密，自己再做的情况下，幼儿对于魔术的操作不仅
好，也非常有兴趣，思维和动手能力一起提升。



活动结束时，幼儿还是意犹未尽，对老师的魔术提出了种种
质疑因为怀疑所以不停的思考，因为思考要得到证实，语言
方面也加强了，而对于魔术本身，幼儿也学会了“假动
作”“把秘密藏好”等“专业”知识，一个个不亦乐乎。

当然活动中也有不足，在课堂上缺乏一种机智，或者说是缺
乏一种应变能力，我不能很好地处理幼儿抛给我的“球”。
比如，我问幼儿“相不相信我”之类的问题时，有些幼儿说
相信，有些幼儿说不相信，我对他们的回答就一带而过了，
课后想想，我可以先对相信我的幼儿表示一句感谢：“谢谢
你们相信我。”也应该对不相信我的幼儿有所回应：“我真
佩服你们的怀疑精神。”这两句话不仅可以对幼儿的猜测有
个回应，更是对不相信我的幼儿有了一种肯定，不相信是实
话，现在的幼儿更多的都很相信老师，不管老师怎么样，他
们都相信，所以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是很值得表扬的，
这样下次他们就更加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