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 电流的磁场教
学反思(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篇一

本节课主要讲述电流和电路，明确电流的产生、方向，电路
的构成、电路的状态、电路图。

1、新课引入环节中选用的材料，符合初中学生年龄特征和已
有的生活经验，是发生在学生身边的物理现象。本节课一大
亮点就是利用手电筒引入新课，整节课围绕手电筒这一主线
展开。首先出示塑料外壳手电筒和金属外壳手电筒，提
出，“对于手电筒在电学方面你最想了解什么？”用大家非
常熟悉的，而且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手电筒把同学们带入神密
的电学世界，就因为选用的材料非常贴近生活，是学生熟悉
的手电筒，所以他们感到亲切。这有助于点燃学生兴趣的火
花，同时也消除了他们对电的恐惧感。在结课时又回扣到引
课的问题中，课件展示内部结构，学生感觉本节课学习对于
手电筒的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收获丰富，兴趣盎然，激发
起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2、趣味小实验利用的比较好，同时引起了师生的兴趣。这个
实验不仅由新奇的实验现象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与注意，更重
要的是能突出做这个小实验的目的，让学生知道电流是有方
向的。

3、 “电流形成”的视频材料选择的较好。电荷这种微观粒
子人们是无法看到的，再好的实验也不能看见电荷极其运动。
利用多媒体模拟电荷及其运动，向学生展示电流的形成过程，



使得抽象的物理知识变的具体想形象，更便于学生理解电流。

4 、对简单的电路连接及画电路图，采用先让学生探索，教
师再纠错的教学方法，这样做达到了以下效果。

（1）、 能充分曝露学生学习上的问题，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3）、 让学生在探索并解决问题过程中，体味成功的快乐。

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加强素质
教育，以课程改革为标准，做到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学生
的主体地位。

1.学生巩固、练习这一环节训练还不到位。由于安排了实验，
学生对本节课电荷量、电流的公式的训练只是草草收场。

2.在电流和电路的基础知识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过于重视
基础知识的传授。

1、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注重课堂上时间的分配。

2、课堂练习还要精挑细选，作为教师要学会选择更有利巩固
本 总之，如何在初中学生头脑中植入物理思维，提高学生对
物理的兴趣，提升他们对科学的向往和对自然界探索的渴望，
课堂教学中的引入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初中生好奇心和求知
欲都较强，自我控制能力较差，注意力容易分散的特点，每
一章的第一节课的授课以及每一堂课的课前五分钟的把握，
这些对于吸引学生上好这一堂课，启发学生对这一章节的兴
趣和自发的对知识的探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篇二

本节课是电路的基础章节，对于后面章节的展开起着重要的
铺垫作用。



本节主要讲解了电路的基本构成，如何连接基本的`电路以及
电流的方向。在电路的基本构成部分，尤其是理解电源，从
能量的角度去解释学生易于接受。

根据学生连接电路的情况，总结电路存在的三种状态，通路，
断路以及短路。短路的理解是难点。这里主要应突出电源的
短路，应强调电源短路的危害。

由于电荷的概念较为抽象，为了让学生便于理解电流的形成
及其方向，可借助水流来解释，这样容易让学生建立对电流
的感性认识。然后用电源的正负极引导学生掌握在电源外部
电流的流向。

发光二极管是补充内容，学生了解即可。

总的说来这一课时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基本的电路构成以及会
连基本的电路，所有没有安排电学符号的认识以及电路图的
画法。

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篇三

本课时是学习电路的基础，而电学是初中物理较重要且较难
的内容之一，所有应在学习之初应注意激起学生的兴趣与信
心，具体建议有以下几条：

1.让学生动手实验，激起学生学习电学的兴趣与热情。

2.新章节应淡化过多的概念记忆，可以把电路图的学习安排
在下一课时中。

3.电流的形成与方向最好要给学生具体的认识，如采用水流
的类比

本节课是电路的基础章节，对于后面章节的展开起着重要的



铺垫作用。

本节主要讲解了电路的基本构成，如何连接基本的电路以及
电流的方向。在电路的基本构成部分，尤其是理解电源，从
能量的角度去解释学生易于接受。

根据学生连接电路的情况，总结电路存在的三种状态，通路，
断路以及短路。短路的理解是难点。这里主要应突出电源的
短路，应强调电源短路的危害。

由于电荷的概念较为抽象，为了让学生便于理解电流的形成
及其方向，可借助水流来解释，这样容易让学生建立对电流
的感性认识。然后用电源的正负极引导学生掌握在电源外部
电流的流向。

发光二极管是补充内容，学生了解即可。

总的说来这一课时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基本的电路构成以及会
连基本的电路，所有没有安排电学符号的认识以及电路图的
画法。

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篇四

本节课在对教材认真钻研后决定将教科书的7、1节分3课时学
习，这一安排是合理的、明智的。第一课时解决电荷即静电
部分内容，对科学课和电工课学习的相关知识做一回顾，为
电流学习做好铺垫。本节公开课为教科书7、1节的第二课时
主要讲述电流，明确电流的产生、方向、大小。第3课时学习
电压。电流表、电压表的使用在后续可是学习。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

1、电流表的使用，学生在科学课、电工课上都已经使用过了，
但是遗忘率较高，教师估计不足。本节课不应该安排学生实



验：用电流表测电流。造成课堂时间比较紧张，有些学生手
忙脚乱，连电路也连接不好更不用说测电流。甚至有些学生
已经忘记了电流表怎样使用。

2、学生巩固、练习这一环节训练还不到位。由于安排了实验，
学生对本节课电荷量、电流的公式的训练只是草草收场。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在于：

1、“电流形成”的视频材料选择的较好。电荷这种微观粒子
人们是无法看到的，再好的实验也不能出电荷极其运动。利
用多媒体模拟电荷及其运动，向学生展示电流的形成过程，
使得抽象的物理知识变的具体想形象，更以与学生理解电流
现象。

2、趣味小实验利用的比较好，同时引起了师生的兴趣。这个
实验不仅由新奇的实验现象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与注意，更重
要的是能突出做这个小实验的目的：电流是有方向的。

3、电流这个物理量引入的较好。既然在教学中把电流与水流
进行了类比，那么就干脆通过比较水流的大小来比较电流的
大小，使学生进行知识与方法的迁移。并且利用量筒接水的
活动，使学生自然的得出电流这一物理量的定义，即体现了
控制变量法，又利用了比值定义法。

串并联电路课后反思篇五

本课时是学习电路的基础，而电学是初中物理较重要且较难
的内容之一，所有应在学习之初应注意激起学生的兴趣与信
心，具体建议有以下几条：

1、让学生动手实验，激起学生学习电学的兴趣与热情。

2、新章节应淡化过多的概念记忆，可以把电路图的学习安排



在下一课时中。

3、电流的形成与方向最好要给学生具体的认识，如采用水流
的类比

教学反思

本节课是电路的基础章节，对于后面章节的展开起着重要的
铺垫作用。

本节主要讲解了电路的基本构成，如何连接基本的电路以及
电流的方向。在电路的基本构成部分，尤其是理解电源，从
能量的角度去解释学生易于接受。

根据学生连接电路的情况，总结电路存在的三种状态，通路，
断路以及短路。短路的理解是难点。这里主要应突出电源的
短路，应强调电源短路的危害。

由于电荷的概念较为抽象，为了让学生便于理解电流的形成
及其方向，可借助水流来解释，这样容易让学生建立对电流
的感性认识。然后用电源的正负极引导学生掌握在电源外部
电流的流向。

发光二极管是补充内容，学生了解即可。

总的说来这一课时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基本的电路构成以及会
连基本的电路，所有没有安排电学符号的认识以及电路图的
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