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一

在《杠杆类工具》一课中，由于前两节课的内容分析得比较
透彻，学生对这一课的解释非常的顺畅。在对书中介绍的10
种工具的用力情况分析中。比较有争议或是不能十分确定的
工具是筷子。筷子是一种费力的杠杆。大姆指的位置是支点，
食指是阻力点。

而学生在分析中，往往找不准筷子使用的支点。因此，我在
上课时，让每个小组用两只笔做出一双临时的“筷子”，在
研究时可以让学生试着使用，边使用边找杠杆的三个作用点。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又补充说明了另外两种工具的用
力情况———剪刀。书中提供的剪刀比较特殊。一般认为不
省力不费力杠杆，除了这种剪刀，我提供了其它两种剪刀的
图片，一种是裁缝剪刀（费力杠杆），另一种是一般家用的
剪刀（省力杠杆），二是钉书器，它的用力情况也是根据使
用者用力的位置不同而定，当用部位是在钉子的正上方时是
不省力也不费力，当用力位置在钉书机的中间位置时就是费
力杠杆，课快结束时，学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既然镊
子是费力杠杆，人们为什么还要制造它，使用它？”

我引导通过比赛来解决这个一个问题。我拿出两个广口瓶。
里面放一些石子，请两位同学上台分别镊子和尖嘴钳在不动
广口瓶的情况下，将石子取出来，谁先取完，谁获胜。学
生“恍然大悟”，镊子虽然是费力杠杆，但使用方便省时。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二

本课教学是在上节课通过杠杆尺的研究得出杠杆如何省力、
费力、不省力也不费力的前提下，探究生活中的.各类杠杆类
工具。对于此课教学，简单枯燥的说教起不了多大效果，要
尽可能多的通过实物，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习兴趣，
在游戏中体会科学的奥秘，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

1、先要找到杠杆类工具的支点、用力点、阻力点;

2、分析三个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依据杠杆尺实验的结论来区
分。对于铁片撬开铁桶盖、夹子夹东西、开瓶器开啤酒瓶三
个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分析，前两项较易掌握，在开
酒瓶盖时有的学生找不准阻力点和支点，这里需要老师加以
引导分析。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三

本节课的课堂上我利用典型、生动且为学生熟悉的事实和生
活体验引导学生进入猜想，要求他们不要盲目猜想，而应根
据现有的知识或体会,进行有科学依据的猜想，培养学生的思
考分析能力，并自然地进入探究活动，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
在实验过程中，通过巡视及时纠正学生操作上的错误，避免
错误的数据误导学生，使每一组都能顺利完成实验。课上能
及时对学生作出客观、科学、合理的评价，让学生充分体会
到探究的乐趣，收获成功的喜悦。

这一节课的关键是对数据的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实
验结论隐藏在数据中不易被发现，因而在教学中选择适当的
数据展示在黑板上，引导学生寻找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地得出结论。

通过引导学生，让学生积极思考，畅所欲言，产生各种的猜
想和结论，激发更多的学生发言，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这个实验中学生经历科学探究的主要过程：猜想——设计
实验——实验——数据分析——归纳整理等。每个环节教师
只作适当的引导，而大部分让学生自己思考、分析、发现、
实践、归纳。通过该节的学习，学生不但学会了知识，还体
验了科学探究的过程，领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激发了主动
探究的意识，培养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协作的精神。

实验基本达到自己的预想效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学
生使用的器材都是实验室提供的相同规格的钩码、杠杆，以
至各小组的实验数据十分类似。若实验中杠杆由学生自己制
作，用身边的一些小物品作为阻力，实验的数据不会类同就
更有说服力，实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所以这一个探究实验
还有待完善。

另外，一下几点在教学中应该注意：

1、杠杆这节教学重点是要求学生根据杠杆的五要素把生活中
的杠杆模型和理想的理论模型结合起来，比如剪刀、夹菜的
筷子、指甲剪等。

2、这节还有一个重点也是难点：画支点和力臂，这里既牵扯
到数学点到直线距离，有涉及到物理的力的作用点和力的示
意图，学生感到非常困难。

3、画力臂并比较力臂大小是下面杠杆分类的基础，一定要多
练并让学生过关。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四

本课从认识简单机械中的撬棍引出杠杆的概念，让学生了解
杠杆的三个点：支点、用力点、阻力点。接着，引导学生区
分杠杆类工具和非杠杆类工具。最后，用杠杆尺做实验，从
而进一步探究杠杆什么时候省力，什么时候费力，什么时候
不省力也不费力。



教学时，我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来的。结果，每个环节进行
都很顺利，特别是一班的学生做杠杆尺的实验时非常有序，
对操作步骤也是一点就明。课堂提问中，也是一班的学生对
杠杆和非杠杆的认识最准确。而二班的学生，四个组中有两
个组的学生操作中出现违规行为，有三个组在往杠杆尺上挂
钩码时，竟然在支点两边挂了几处，相当于找出了很多个阻
力点和用力点，没能准确理解杠杆的定义。而且，在距支点
的距离把握上，不能发散思维，导致每次杠杆平衡时支点两
边的距离和钩码的个数都是一样的，都成了不省力也不费力
杠杆，给接下来的探究规律带来难度。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五

本课教学是在上节课通过杠杆尺的研究得出杠杆如何省力、
费力、不省力也不费力的前提下，探究生活中的各类杠杆类
工具。对于此课教学，简单枯燥的说教起不了多大效果，要
尽可能多的通过实物，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激发学习兴趣，
在游戏中体会科学的奥秘，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

1、先要找到杠杆类工具的支点、用力点、阻力点;

2、分析三个点之间的位置关系，依据杠杆尺实验的结论来区
分。对于铁片撬开铁桶盖、夹子夹东西、开瓶器开啤酒瓶三
个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分析，前两项较易掌握，在开
酒瓶盖时有的学生找不准阻力点和支点，这里需要老师加以
引导分析。

杠杆的教学反思教学设计篇六

本节课的主要知识目标是使学生认识杠杆，了解杠杆的五要
素及其平衡条件。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兴趣。通过夹碎核桃游戏引入主题，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情景中进入学习。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



经接触到很多杠杆工具，这就为所学的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所以我从生活中让学生了解一些常见的例子入手，引导
学生进行一系列的观察、体验、猜测、求证等研究活动。教
师主要以列举事例，让学生找到他们工作时共同的特点来定
义杠杆的概念，效果很好。

在讲述杠杆五要素过程中，我是直接讲述支点、动力和阻力
这三要素，动力臂和阻力臂以学生回答，学生演示来强调。
通过练习题加以巩固。这部分内容清晰，易于理解。

在“研究杠杆的平衡”条件第三个知识中，挑选了杠杆在什
么情况下做实验比较好的问题，和学生共同讨论分析。实验
过成中，学生动手动脑。在总结平衡条件时，抽取个别组的
数据进行分析总结。

通过本节课的教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是上课时教师一定要有
时间观念，要随时根据课堂的实际情况改变教学方案，使课
堂变的灵活，本节课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教师讲述的内容比较
多，没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总结的能力；在
知识点的转接上做得还不够好，教师是直接转入下一知识点
的，如果能想到好的连接，效果将会很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