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教学反思(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结构教学反思篇一

在人教版教材中本节内容的编排顺序是：首先以资料形式介
绍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构建过程，之后总结dna分子双螺旋
结构的主要特点，最后制作模型以加深对dna分子结构特点的
认识和理解。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开始按照教材顺序组织教
学，却发现通过阅读资料，学生对dna结构的构建过程和dna
分子结构的`特点有了一定了解，但对于细节知识的认识不够
深刻，例如，dna的两条链为什么“反向平行”？“构成基本
骨架的磷酸和脱氧核糖为何交替连接”？“碱基互补配对时
为什么必须a-t，g-c配对”？另外，学生对于科学家进行科学
研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也不能感同身受、有感而发地领
悟，仅仅停留在几句宽泛的赞誉、空而不实的学习口号中。
新课标理念认为：“高中生物学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
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生物学科学素养”。为了更好地
完成这一目标，笔者通过查阅资料、与同行切磋等，对本节
内容的教学设计做了一些更改，具体如下：

教学过程：开始以发生在身边的案例引入。

结构教学反思篇二

1．本节课将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构这个验证型实验
大胆地改为探究型实验，学生能跟随教师提供的资料，主动
参与探究过程，由被动的接受知识变为主动的探究知识、获
取知识。在探究中学生能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构完成后，有关dna分子结构
的相关知识都由学生分析讨论得出，这使学生观察模型、分
析模型得出理性认识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最后，本节
课将后面的`碱基对序列的探究整合提到了这里，由于更直观
教学效果更好。

3．在整节课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尽量留给学生
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在充满情感的、
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和欣赏中认识自我、
找到自信，体验成功的乐趣，树立学好生物和进行探究学习
的信心。

4.本节课存在的一点不足是，在学生动手制作dna模型的过程
中，有少部分同学没有认真参与小组活动和问题探讨。在今
后的教学中，要加强课堂组织，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一位学
生都能在探究活动中全面投入，合作交流，收获知识与技能，
丰富情感态度价值观，提高生物科学综合素养。

结构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教材首先以资料形式介绍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构建过程，
之后总结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主要特点，最后制作模型以加
深对dna分子结构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备课时考虑到如果按照
教材顺序组织教学，学生通过阅读资料，对dna结构的构建过
程和dna分子结构的特点有一定了解，但对于细节知识的认识
不够深刻，例如，dna的两条链为什么“反向平行”？“构成
基本骨架的磷酸和脱氧核糖为何交替连接”？等等。另外，
学生对于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也不能
感同身受、有感而发地领悟，仅仅停留在几句宽泛的赞誉、
空而不实的学习口号中。所以后来改变了一下思路，对本节
内容的'教学设计做了一些更改，具体如下：



以数字故事导入，故事内容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北京大
学和世纪盛典公司关于修改dna雕塑的费用问题），学生通过
观看、分析案例不仅可以检验预习成效，也水到渠成地进入
本节“dna分子结构”的教学。

教学以“基本单位—单链—平面双链—立体空间结构”逐步
深入。利用剪好的硬纸板和dna相关组件进行模型的构建。模
型在本节课中不但是教具，也是提供学生分析和思考的素材。
以dna模型为依托，以问题串衔接，环环相扣，学生能跟随教
师的思路，主动参与，在课堂中既动手又动脑，老师要注意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以及对模型的评价，共同讨论、及时纠正。
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及时加以强调，如叫学生默写或做相关
的巩固练习。通过亲自构建模型来体会科学家研究的方法和
思路，体会其中的不易，达到相关情感教育的目标。最后进
行课时小结：1、dna的数字记忆法：“五四三二一”分别代表
什么？2、构建本节的知识网络。布置相关的课后探究任务和
练习题。

但第一课时并没有完成预期的教学任务，仅进行到dna模型的
构建和相关结构特性的分析总结，不过从学生参与课堂和相
关练习的完成情况来看，基本完成相关教学目标。沃森和克
里克的相关故事和情感体验只能留待下节完成。

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1、课本的科学史“dna的构建故事”，也是在本节进行探究性
教学可以借助的重要教学资源之一。可以通过布置学生收集
资料了解dna结构的发现过程进而体会两位科学家之所以能成
功，首先对问题的兴趣是科学探索的开端；同时多学科知识
的背景是科学发现的前提；科学的思维方法、锲而不舍的精
神以及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和与他人合作的品质，是科学发
现的关键。这样不仅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同时也得到
很好的情感体验。



2、要善于及时热情地表扬学生，使他们在积极参与课堂的时
候有被重视和受肯定的感觉，这样才能增强大家参与课堂的
欲望。

结构教学反思篇四

（1）引入恰当有效，便于开展课题的复习，也有效地创设了
学习情境。联系当前“全国打拐”的热点问题，以及汶川地
震中遇难者身份的鉴定问题，顺利导入课题的复习，更激发
了学生的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的关键是兴趣，这样
学生便易于接受本节课较为枯燥和抽象的复习，同时能够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进行sts教育。

（2）注重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素养，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通过本节课的复习，学生对dna分子的结构和复制有了基本的
认识并以此解释“核酸保健品”、“抗病毒药物研究”、“dna
指纹技术”等相关的问题。

（3）探究可以渗透到知识生成的环节中，创新思维、发现问
题的能力是理科教学的最终目标。在知识梳理过程中注重引
入当前研究热点，并在问题探究和探讨中学习，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探究过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科学信息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注重面向全体学生。利用学案和启发性提问，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收获。同时注重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问题意识的培养，着眼于学生全面发
展和终身发展的需要。

2。问题和不足

（1）学生的思维活动还不充分，师生讨论、生生辩论的氛围
没有形成。由于时间紧迫，在“核酸保健品”、“抗病毒药
物研究”、“dna指纹技术”等环节的教学中，没有给予学生充



分的时间讨论、分析，有的学生来不及发表自己的观点，师
生讨论，学生提出各种问题，学生与学生互相辩论的氛围没
有形成，这是本节课最大的遗憾。

（2）在“亲子鉴定”和“不同物种亲缘关系判定”的问题中，
利用了dna的哪些特点和dna分子的哪些部分，这一内容没有
来得及展开。

高三的复习时间非常有限，如何设计一轮复习的模式和方案，
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去说、去暴露知识中的漏洞，教师如
何做到敢于不说或少说，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节课的知
识容量并不是很大，可扩展的内容却很多，这些内容该不该
都给学生加上，我们在高三的课堂上是以能力培养为主，还
是解题训练为主，也让我颇为苦恼。

结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课题为《城市的空间结构》，由于本节内容较多，既
是本单元的重点内容，还有不少难点内容。所以分为两课时
上。这节课主要分析两个内容：

1、城市功能区的分布特点；

2、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原因。课程标准是运用实例，分析城
市的空间结构，解释其形成的原因。对于本节中应重点认识
城市各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特点，如果运用传统教法，必然枯
燥乏味，学生没有积极性。本人在教学中尝试运用结合沭阳
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通过案例分析，养成学以致用、理论
联系实际的习惯，学生整节课兴趣大，探究热情高，教学效
果好。

1、在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区分布特点，通过案例教学，摆
脱平铺直叙、枯燥和乏味的概念讲解，使地学生通俗易懂地
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有关知识。在教学中我设计如下探究问



题：

（1）什么是城市功能区？

（2）城市主要功能区有什么样的分布特点？

（3）请学生上黑板上画出沭阳的商业区略图。在学生的展示
过程中，我对学生的.即兴涂鸦之作进行点评，对表现很好的
同学表扬。通过这些问题，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在绘制沭
阳商业区略图活动过程中，还能对沭阳的商业区有更清晰的
了解，不少同学在画图方向错了，在这个过程中对“上北下
南”的一般地图方向也有深入的感受，他们普遍感到画图不
容易，既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也体现了新课程“学习
生活中的有用的地理”的理念。

2、注重引导学生读图，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地租水平与距市中心距离关系示意图”，引导学生看清图
例：三条直线代表三种活动的付租水平从三条直线的地理原
理而言，应以三个区域为好。商业付租能力从市中心到边缘
变化最大，直线最陡直，说明受距市中心的远近影响最大；
工业付租能力随距离变化最小，直线最平缓，说明受距市中
心的远近影响最小；住宅则介于两者之间。对某一待定土地，
只有付租能力最高的功能活动才能租用。所以，在市中心，
商业支付的地租最高而形成商业区；在远离市中心的城市边
缘，工业支付的地租最高而形成工业区，这也符合因地租低
可降低工业成本的原理；在两者之间小，住宅支付的地租最
高而形成住宅区。另外，利用学案的第3、4、5题的地租曲线
图，探究影响地租高低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距离市中心远
近、交通通达度。）理解在有交通干线通过的地方地租曲线
外凸的原因。

3、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还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参与度不均
衡，发言很积极的老是那几个人，还要大力引导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