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 蜗牛教学
反思(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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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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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一

在课文的教学中，第三节是文章的重点段，也是帮助学生理
解情感目标的关键段落。如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
到小小蜗牛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到达石壁
顶端，是理解本文的重点。

课上，我让学生围绕着蜗牛在爬行时遇到了哪些困难为线索，
细细的品读课文，学生很快找到了关键的词语，如：光滑的
石壁、重如石头的背壳、爬行的时间长等等，在交流时注重
让学生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出示重点句帮助学生
更好的理解。当学生在交流“蜗牛在爬行途中可能会遇到那
些困难呢？”

我想，教师只有在备课时充分研究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状
况，对他们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尚处于何种状态做
到心中有数，才能更有效地提高课堂效率。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二

《蜗牛》一课的教学中，我采用了“做中学”的学习方式，
旨在引导学生按照科学家发现知识的过程来进行学习，让学
生亲自参与对物体和自然现象的发现，让他们通过观察与实
验接触现实，激发想象力，扩展思维，改善交往和语言能力。
让学生们亲自动手捉蜗牛、画蜗牛、设计实验来了解蜗牛的



生活习性，给蜗牛设计一个家，使他们通过观察、提问、设
想、动手实验、表达、交流等探究活动，获得对小动物丰富
的直接认识。并在活动中改善了交往和语言能力，体验到科
学探究的过程、建构基础性的科学知识、获得初步的科学探
究能力，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学生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个个兴趣盎然，积极参与到各项活动中，做到会用文字和图
画等方式观察记录蜗牛的行为特征，会用简单表格统计、整
理蜗牛的食性等情况，活动过程中愿意与他人合作并交流想
法。课后很多学生饲养的蜗牛都产下了卵，孵出了小蜗牛。
他们在学习中都体验到照顾小蜗牛、观察它的生活和成长是
十分有趣的事。同时，在教学中我注重了对学生的环境思想
的教育，让学生体会到应保护好小动物，体会到小动物的乐
趣。这样的教学方式改变了学生“学”的行为，使学生成为
学习的主动者，也成为了互相学习的合作伙伴。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三

【设计意图】以葡萄为主线，用故事引导学生学习歌曲，通
过让学生模仿蜗牛与黄鹂鸟的形象，感受歌曲的节拍、节奏
及强弱等音乐要素。

故事导入：这些酸酸甜甜的葡萄宝宝不光我们喜欢，连小蜗
牛也让它们给吸引了呢。春天，当葡萄树刚发出了绿绿的嫩
芽，小蜗牛就迫不及待地背着重重的壳往树上爬。住在树上
的两只黄鹂鸟看见了，就嘲笑蜗牛：“小蜗牛，葡萄成熟还
早的很呢，你现在上来干什么呀?”小蜗牛会怎么回答呢?让
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蜗牛与黄鹂鸟》。

1、初听歌曲，感受情绪播放《蜗牛与黄鹂鸟》fiash动画

2、师范唱，听拍子同学们随音乐自由律动，听完谈谈歌曲的
情绪是怎样的?(生回答，师评价)仔细听老师范唱，说说歌曲
是几拍子的。



3、用蜗牛动作体会二拍子二拍子。哎，小蜗牛正是踏着二拍
子的步伐往树上爬的，谁来模仿一下蜗牛爬行的动作，让我
们听音乐一起来模仿模仿。(让学生充分发挥表演才能，有特
色的给予奖励)

律，是什么呀?(师示范，引导学生体会拍子的强弱)来，我们
听音乐再来模仿模仿。

找到这些规律，学起歌曲来就更容易了。

6、轻声唱学生随琴轻声完整的来视唱旋律，填词演唱。

7、技巧处理：

(1老师有个好办法能让你又快又准确的记住它，它读起来就
象知了的叫声，(唱谱，填歌词唱)

(2)换气记号：

8、随着伴奏音乐完整演唱歌曲。

四、美化音色深化情感

【设计意图】音乐教学中要注重歌曲的表现力，培养学生通
过美妙的声音，适宜的情绪以及肢体语言等各种技巧来表现
歌曲。第一部分：把抽象的声音感觉用形象的语言来形容，
对他们进行科学的歌唱训练，而不能放任他们去大喊大叫，
使学生把歌曲唱得甜美、动听，美化了音色，提高审美能力。
第二部分：用有趣的两种动物形象的对比让学生准确的掌握
歌曲情绪的处理。

(一)声音处理：

1、分别用“wu”和“la”学习连音、顿音的演唱方法连音：请



同学们闭上眼睛，随着老师展开你想象的翅膀，比一比谁的
想象力最丰富。现在把你的整个面部想象成一栋楼房，鼻子
以下是一楼，鼻子以上是二楼，你的眼睛就是二楼的窗户，
请你注意听，小蜗牛的歌声就象蚕宝宝吐丝一样均匀而又连
贯，正从二楼的窗户中轻轻地飘了出来。(师范唱)

顿音：小蜗牛的歌声可真好听，黄鹂鸟也不示弱，听，黄鹂
鸟的歌声和小蜗牛的歌声有什么不同呢?(黄鹂鸟的歌声有弹
性)

同学们，你们玩过皮球吗?现在让我们的声音也像拍皮球一样
富有弹性地跳跃起来。

2、带上连音和顿音的演唱方法分角色演唱歌曲。

3、根据男生、女生的音色特点分角色演唱如果用我们男女同
学的声音来模仿，你觉得谁的音色适合表现黄鹂鸟，谁的音
色适合表现小蜗牛呢?来，注意唱歌的姿势，身体坐直，目光
平视，面带微笑，嘴巴放松，预备!让我们起立，男同学唱小
蜗牛，女同学唱黄鹂鸟，踏着节拍唱起来吧!(老师用圆号、
八音盒的音色表示蜗牛与黄鹂鸟为学生伴奏)(二)情绪处理：

1、感受切分节奏的作用。

切分节奏一共出现几次?为什么用切分节奏?

(师范唱，生选择，体会切分节奏给歌曲带来的欢快情绪)

2、根据动物特点表现歌曲

谁来描述一下蜗牛爬行有什么特点?生再次进行模仿，总结蜗
牛的壳很重，爬的很吃力。师引导学生演唱蜗牛的乐句应唱
得慢些，声音沉重些。



黄鹂鸟又是怎样嘲笑蜗牛的?同学们根据生活的体验模仿嘲笑
别人的样子。用骄傲的口气演唱黄鹂鸟的乐句。

3、随动画，再次有感情有表情的演唱歌曲。

五、创造表演团结合作

【设计意图】通过歌曲情感体验，理解歌曲的音乐形象和音
乐内涵，表现歌曲的情绪，从而激发学生的即兴创作灵感，
启发引导学生自由发展、自由表演、自由创作，培养学生创
新性、发散性思维和探究团结的精神。通过学生评价学生，
充分利用学生的资源，要学生经过认真思考后再进行评价，
使学生感到自信、自我和独立。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分组创作表现歌曲

蜗牛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四

《蜗牛》，小小的蜗牛，它想爬到金字塔顶。它把想法告诉
其它小动物，遭遇的其它小动物的嘲笑：“麻雀有翅膀能飞，
它都没飞到金字塔顶;老鼠善爬也没见那只老鼠爬到金字塔顶。
世界上，能飞上金字塔的，只的雄鹰。雄鹰有矫健的身资，
有先天优势长了一双翅膀。蜗牛呀!你没有雄鹰的双翅，没有
矫健的身资，更没有天生的气势。你能爬上金字塔，那简直
是异想天开。”小小的蜗牛不但没听其它小动物的，它只坚信
“勤牢也是通往成功的另一条途径。”于是，它下定决心爬
上金字塔。蜗牛在攀爬的过程中遭遇到很多挫折，但却挡不
蜗牛的信念，它掉下来会再爬上去，再掉下来再爬上去……
有一天，蜗牛爬到了金字塔的最高点。

听了这故事，我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是的，我在学习上是
很笨的，但是只要我向蜗牛一样努力向上，我相信一定会把



学习学好。

小朋友们，金字塔就好比人生的道路，金字塔的顶端就是人
生的终点站。在生活中，你也许成不了雄鹰，但你可以做一
只小小的蜗牛。金字塔顶是你的梦想，要知道塔底到塔顶的
距离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一步步艰难拔涉。只要不放弃，就
一定会爬到金字塔顶端。

小朋友们，从现在起努力学习吧!只要我们努力学习，把成绩
搞好并不是一件难事。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五

（一）、准确把握教材本课是观察蜗牛这样的小动物，在活
动中，我从动物特点和学生年龄特点入手，在环境 布置和材
料选择 上有的放矢，考虑较为周详。由于蜗牛具有胆小、怕
受惊扰、喜欢黑暗潮湿的环境等生活习性，在环境布置上，
我利用窗帘遮挡光线，要求学生较为安静，不能惊吓我们的
动物朋友 ，营造了一个适宜蜗牛出来爬行的物理环境，课堂
上的蜗牛表现得很活跃。在材料选择上，蜗牛爬行的地方是
一张明胶片，底下衬一张白纸。白纸是为了防止桌子与蜗牛
相近的颜色混淆学生的观察判断，明胶片的利用有两大作用，
第一是减少磨擦，利于蜗牛的爬行；其二是让学生能多角度
地对蜗牛进行观察。在材料中还用到了纸杯，一方面是蜗牛
会乱爬，会影响到课堂秩序；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学生好动、
注意力易分散的特点，把蜗牛套入纸杯中，减少分散注意力
的因素，学生就会集中注意力倾听 同学的发言。

（二）给学生探究的时间和空间科学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
要以学生的主动探究为核心。本课在教学中力求体现这样的
理念。课堂中第一个活动，学生小组观察研究蜗牛用时13分，
汇报交流6到7分钟。第二个活动学生小组观察蜗牛壳用时6分，
汇报交流9分。从时间上来说，保证了学生探究的时间，把课
堂交给了学生，使探究的理念较好地落实在了课堂上。从学



生的反映来看，学生对蜗牛的描述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每
个小组观察描述的方法并不雷同，学生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
想。学生对蜗牛的观察也不局限于课堂，通过教师送给学生
的蜗牛食物，学生对蜗牛食物的探究自然就延伸到了课外，
通过课外对学生的观察，我发现学生对蜗牛依然是兴趣盎然、
气氛热烈，令我颇为欣慰。

（三）对本课以及科学教学的一些探讨

1、对教学重点的把握过去的教学是一个个知识点的连接，而
现在的科学教学强调的是一个个活动的连接，让学生在活动
中去经历，去体验，从而获得儿童成长所需要的经验。因此
他关注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活动以及活动的价
值。在本课中如果我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学生对蜗牛壳的观察
上，对学生的发展会更有利。因为学生对蜗牛柔软部分的观
察是他们平时就会注意的内容，没有必要在课堂上重点展开。
而对蜗牛壳的观察是学生原来忽略的，如果在课堂上作为重
点观察对象的话，会在学生心中产生对动物身体细节观察的
经历，进而在生活中注意一些细节的观察，产生更多的发现，
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所以在科学教学中教师要从儿童的
角度去思考 ，去发现，去寻找 对儿童来说价值更大的活动。

2、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问题在科学教学中，不仅是我，恐怕
大部分的教师都会感觉时间不够。要让学生活动，没有时间
的保证，活动是不会有效的。但要给学生时间，我们的教学
任务的完成就产生了问题。如何解决这对矛盾呢？唯有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要提高效率可从这些方面入手。一是培养良
好的学习习惯。小组活动结束了，该停就得及时停下，不然
一等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几次活动下来，仅40分钟的课堂已
浪费了好几分钟了。在培养习惯方面还应包括记录的有效性，
组内分工的快速，活动开始的及时等。二是对观察活动的组
织。组织观察活动时，要了解学生的实际水平，该放手时就
放手，不能无视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把学生当成白纸，什
么都去指导，时间自然不够用。当然也不能高估学生的已有



知识和能力，放任自流。只有把握了学生的实际，让我们的
教学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
限度地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六

１、培养学生观察小动物的兴趣，培养学生对小动物的亲近
感。

2、组织和指导学在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经历一些基本的观察
活动过程。

3、组织和指导学生在有结构的观察活动中，获得蜗牛的身体
结构、外形特征，食物等方面的直接认识。鼓励学生在此基
础上，联系来自其他渠道的信息，发展自己的认识。

４、学会表达交流自己观察的情况，学习如何整理事实。

１、注意学生年龄特点，营造既适合学生年龄特点，又直观、
简洁的探究学习的情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
望。

课堂一开始，在每组学生小组桌上，放一只活的蜗牛，使学
生一进教室，马上被这活生生的蜗牛吸引了，马上投入到观
察探究中去了。教师只是在小组间巡回指导，鼓励肯定。

２、把经历活动的过程充分地还给学生，让学生在个体和集
体的观察、探究、交流等过程中，体验一系列的直接经验，
体验观察过程的基本方法。使学生的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和
探究学习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在一节课的课堂中，如何使学生得到完整的观察和体验过程
呢？在本堂课的活动设计中，我设计了三个活动环节。



第一步：让学生一进课堂，马上投入到自由的观察活动中，
这一步，主要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得到一些零碎的直观认识，
观察还处于自由，零碎和没有目的、没有条理状态下。为下
一步的活动作铺垫和准备。

第二步：观察蜗牛的外形。在学生对探究目标的自由提出和
合理选择后，确定了本次活动的第一个目标：蜗牛的饿外形。
活动的形式是让学生用自己的方法，自由观察，在观察现象
的交流中，整理信息，体验方法。在合作交流中得到相互补
充和提高。

第三步：对蜗牛食物的探究。先由学生学习小组讨论制定研
究方案。后用小组的方案进行观察和探究，在交流中，比较
方法的优劣，使学生产生更深的体验。

３、教师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参与者、合作者、
引导者。

在本课活动中，教师没有大量的提问和叙述，没有“精彩”
的表演和讲解。教师的责任在于为学生的探究活动创设一定
的情景，引导学生提出研究的目标，和学生一起根据课堂的
实际条件选择合理的饿研究目标，和学生一起进行探究活动，
在活动中个别指导，引导学生进行观察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促进学生直接经验的获得和方法的体验，并引导学生在探究
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新的问题。

１、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学生原有的接受习惯、思维方式、合
作形式之间的有效磨合。

新课程的实施，对教师提出了前所未有，教师的课堂中的行
为，必须从学生学习活动的目标出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设计的活动与学生原来长期接受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出入，
学生一下子很难接受，或者活动不能到位，探究活动的有效
性、深入性、广泛性不够，直接制约着学生学习活动的效果



和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２、教师在学生活动过程中的指导如何高效、合理、有节又
生动活泼地开展。

我们长期以来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教师的指导，一定
是手把手的指点，既要指点活动的目标，又要指点活动的具
体方法；既要指点活动的环节要求，又要指点材料的处理方
法，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如何处理教师的指导和学生自我
探究过程中生成的对活动的过程、方法的体验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我们深入事件和研究。

３、教学目标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知识目标和过程
与方法、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在活动中如何落实，落实的途径
和达成度如何把握，还有待于探索。

中班科学蜗牛教学反思篇七

教学反思课文第三节是的重点段，也是帮助学生理解情感目
标的关键段落。如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小小蜗
牛是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到达石壁顶端，从
而水到渠成的理解本文的主题，是我在备课时着力思考的问
题。

我想，只有在备课时充分研究学生的知识水平、能力状况，
对他们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尚处于何种状态做到心
中有数，才能更全面的提高学生的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