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大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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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篇一

《科学是__》这一课是整套教材的一个启蒙，让学生在理性
上明白什么是科学，即科学不仅仅是需要学习的一堆知识，
同时也是对过程与方法、技能思想上的一种积累。

首先，我在讨论“科学”是什么的环节上分成了三步，由浅
入深。从观察一些图片明白科学是一些发明创造之类的大事
情，同时逐渐引导学生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回忆自我
是否有过类似于科学家的研究经历。其次，利用空气占据空
间这个活动意识到平时“游戏”的时候科学就伴随着自我。
在最终加入了“琴纳与牛痘”的故事，深刻的'让学生理
解“科学”是什么。体会到科学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身边。

其次，三年级的学生刚接触科学，很多课堂的要求、习惯都
不明确。教师在教学中就应当让学生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
该做，强调常规的管理。但过多的要求可能又会制约学生的
发展，限制他们的思维。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关注
课堂。在我让学生根据科学探究的过程复述琴纳与牛痘的故
事，为防止有些同学在那无事可做，我提出要求，认真倾听，
对不足之处进行补充、改善，既提出了课堂要求，又让学生
有事可做。

再则，我们要用心呵护学生的好奇心，培养他们敢问、爱问、
善问的精神。但与此同时，还要帮忙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对于其他一些问题，不能不管不问，要尊重每位同学的思想
成果。

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通过给固体体分类、观察固体的性质，研究固体的混合
与分离等活动，引导学生探索固体在颜色、形状、软硬、透
明度等方面的性特点及固体混合前后重量、体积的变化，从
而提高学生运用多种感官的能力。

第一部分，给周围常见的物体按固体和液体分类。这个活动
一方面可以了解学生对固体、液体的已有认识，以便提升其
对固体和液体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的分类能力进行
训练。活动中我出示几种让孩子感兴趣的物体，让学生说说
是固体、液体。孩子们踊跃回答。然后我又不失时机地问道：
“关于固体和液体，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时，学生提出
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正是教师引发学生进入探究性学习的
最佳切入点，面对来源于学生中的大量问题，我也给予了充
分的关注和肯定，并把它写在黑板上。当学生带着问题进入
下面的学习时，他们会更专心。因为只有这样积极性的支持
态度，学生的内心才能激起科学探究的欲望，进而促使学生
形成科学情感和探究意识。

第二部分，指导学生用多种方法认识固体的性质。通过利用
各种感官观察，认识固体的颜色、形状、软硬、透明度等性
质，培养学生在探究中随时收集证据的良好习惯。

第三部分，通过混合和分离认识固体。教师利用生活中常见
的混凝土和筛沙子的例子引出固体的混合和分离。接下来引
导学生研究固体混合前后重量和体积的变化。

整个活动实施下来，我觉得有几个不足之处需要改进：

1、备课不充分，对课堂中时间的把握心中没数，致使拖堂。



2、课堂上有时在学生回答问题时没认真的去听，也没能及时
的给予评价。其实这期间我是在思考我自己的问题而忽略了
学生。

3、最后一个环节固体的混合与分离在生活中的应用实例，其
实应先让学生看书上的那两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然后再让
学生联系生活去举一些例子。

4、以后还要在备课上大下功夫。除了备教材之外还要认真的
去备学生。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知识，学生先想到的`自己早
一步想到。准备好多种方案，以及时的应付课堂上会出现的
一些尴尬局面。

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主要有两项活动：

活动一：记录自己的想法——学生用图画和文字记录所知道
的一株绿色开花植物一生的生长过程。

本活动我是提前布置学生在课前完成，课堂上学生主要交流
他们的想法：包括：植物的生长经历了哪些过程？植物的生
长从什么开始？学生通过交流，在加上教师适当引导，帮助
学生回顾三上学习的向日葵的一生生长过程，学生都能认识
到绿色开花植物几乎都是从种子开始它们新的生命。

活动二：观察种子，也是本课的核心活动。

在对种子外部观察前，先引导学生思考：观察种子的哪些方
面？对于观察形状、颜色、大小学生都能谈到，这时，我再
引导学生回忆上学期观察大树的方法，学生就能想到通过闻、
摸等方法能获得关于种子更多的信息。通过外部观察，学生
认识到种子的形态、颜色、大小各不相同。对于三下的学生，
仅仅观察到种子的颜色、形状、大小、表面的光滑度还不够。



于是，观察种子的内部构造十分重要，我认为时间要充足，
这样才能引导学生的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也能帮助学生建
立种子相同特点的认识。学生通过解剖豌豆、花生、瓜子等
种子，发现它们还有一层薄薄的皮，而且种子还能掰成两瓣，
一瓣上还有小芽。通过观察、梳理，学生认识到种子有种皮，
还有胚根和胚芽。值得提醒的是：在第一个教学班上课时，
我忽略了一个问题，所带的黄豆、绿豆未经过浸泡，导致种
子不易掰开，即使掰开了，里面什么也看不到。希望各位科
学教师在备课时、准备材料时一定要做有心人，不要犯我同
样的错误了。

教学中有待改进的地方：

1、布置学生课前完成的练习，有的不能完成，还应继续端正
学生的科学学习态度；

2、学生的观察还不够深入细致，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还有待
提高。

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是第二单元物质的变化中的第一课。对于六年级的学生
来说，他们用眼能直接观察到的物体都称之为是物质，这是
不难理解的。但是对于空气、光、声音、电等看不见也摸不
到的来说，他们就有些难以理解这些也是物质。为了让他们
明白，我采用了演示的方法，比如用塑料带在空中一兜，塑
料带会鼓起来，它占据了空间，所以它也是物质；又因为声
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所以声音也是物质等。这样学生
就理解了。由此让学生感悟到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

物质在变化，应通过各种实例让学生亲身体验到世间万物都
在变化，虽然变化的时间不同，速度不同，但每时每刻都在
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让学生弄明白物质的变化，我让学生
观察易拉罐被压扁，水变成冰和火柴的燃烧，铁与铁锈。学



生在观察的过程中，自己明白了有些物质在变化中只是形态、
形状、大小变了，但实质没变；而有些物质变化后产生了不
同于原物质的物质。但在这里不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样的.变化。
之后重点我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关注“一支蜡烛燃烧
时的变化”，在让他们经历探究---发现这一过程中，他们发
现了以往不曾关注到的现象。即蜡烛燃烧时不但有形态、长
短的变化，又看到某些新物质产生，如灯芯变黑，有难闻的
气味等，使学生从另一个层面上感受到了物质变化过程的复
杂性，这样为下节课做好了铺垫。

三年级科学浮与沉教学反思篇五

怎样搭配膳食才能获取均衡的营养呢？课本给我们呈现了一
幅膳食宝塔图，读懂这幅图的含义，是学生活动的基础。因
此，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让孩子们通过看书阅读理解图义，
辅以老师的讲解，帮助学生建立均衡营养的认识。由于宝塔
中营养搭配是一天中食物营养标准，具体到各餐中该怎样搭
配呢？在搭配膳食营养活动中，让学生利用...

怎样搭配膳食才能获取均衡的营养呢？课本给我们呈现了一
幅膳食宝塔图，读懂这幅图的含义，是学生活动的`基础。因
此，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让孩子们通过看书阅读理解图义，
辅以老师的讲解，帮助学生建立均衡营养的认识。由于宝塔
中营养搭配是一天中食物营养标准，具体到各餐中该怎样搭
配呢？在搭配膳食营养活动中，让学生利用已有的一天中食
物搭配与均衡膳食宝塔进行整体比较，关注每一餐是否也注
意到各种营养均衡了。比如：早餐很多同学是米粉+肉，通过
比较反思，发现营养不均衡，缺少维生素，应补充蔬菜或水
果。通过阅读讨论膳食原则，同学们对均衡膳食有了一个新
的理解，我希望同学们通过此次学习活动，改变自己不好的
饮食习惯，从小树立健康生活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