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
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思篇一

山脉的变化

教学目标：

1、知道什么是风化作用及地表岩石不断破碎的.原因。

2、通过模拟实验验证岩石破碎的假设；从而推测出使岩石破
碎的各种因素。

3、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表岩石的变化。

教学重点：

指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假设，设计并完成模拟实验，初
步认识风化作用对地表改变的影响。

教学难点：

推测出使岩石破碎的各种因素。

教学准备：

酒精灯、试管夹、玻璃、一杯冷水和多媒体课件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观看视频资料，感受“幼年山脉”和“老年山脉”的特征。

二、探究新知

1、小组讨论后回答：

（1）幼年山脉和老年山脉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

2、推测：山脉的变化受到哪些自然力量的作用？

3、交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自己的假设。

4、小组根据自己的假设，设计模拟实验研究一种自然力量对
山脉的影响。

2、汇报交流实验结果，认识风化作用。

三、拓展延伸

1、看图，认识蘑菇石。

2、推测蘑菇石形成的原因。

3、设计实验证明自己的推测并写出实验报告。

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思篇二

《牛奶变好了》这节课主要通过学生动手设计操作实验，使
学生能够体会发现的乐趣，并且能够进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在活动的过程中，我进行以下的进行总结：



首先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验用的器材需要改进。想牛
奶添加醋，会出现沉淀的现象。但是如果用纸杯子进行操作，
学生不易发现和观察现象，只能看到牛奶会更稠。因此在下
一个班的进行实验的我实验用的器材改为量筒（量筒是不能
够进行反映器材，但是由于烧杯缺乏暂时进行这样做）。很
多个小组能够很好进行看到现象。我想在进行设计实验的时
候，要进行周密的预备。

其次学生实验的操作的热情非常的'高，但是在实验的操作上
有一些不规范。个别的同学在向牛奶中加入各种物质的时候，
在老师要求每次只加入一种的情况，还是加入各种物质。这
样现象观察不到，因此需要要求同学积极的按照步骤进行操
作。

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思篇三

这节语言课有两个目标，分别是：1、理解故事，体验故事中
小动物们变色后的愉悦心情。2、能根据故事内容尝试用“我
喂奶牛吃xxx挤出xxx的牛奶”的句式进行大胆仿编。结合目
标，这个活动共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中通过提
问：“你认识吗?他有什么本领?牛奶是什么颜色的?那你们见
过彩色的牛奶吗?”通过幼儿生活经验和故事内容的冲突，让
幼儿初步感受“神奇”这个词的具体含义，为活动的有效开
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环节，主要是请幼儿分段欣赏故事，为下面的创编做
准备，同样也是为了达到目标一：理解故事，体验故事中小
动物们变色后的愉悦心情。在这个环节中，小朋友们学习兴
趣还是比较浓的，注意力也很好，很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也很乐于动脑筋。

第三个环节完整欣赏故事，主要是让幼儿对故事有个完整性
的理解，并尝试跟着一起说说，回忆第二个环节中的“彩色
牛奶”的变化过程。可是在正式进行的时候，由于我担心幼



儿不会说，自己说得比较多，以至于幼儿说的少了。其实，
按照现场学习力来看，孩子们是能够自己说出这个故事的。

第四个环节是游戏“喂奶牛吃蔬菜”，尝试用故事中的句式
结构仿编，表达“变”的过程。由于幼儿的前期经验不足，
对部分蔬菜不认识，图片也局限于蔬菜，不足以丰富幼儿的
认知要求。

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以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的事件为引子，得出我们吃的牛
奶是不能够随意添加其它的物质成分的。随后就有问题，什
么原因导致牛奶不能随意添加呢？这就需要了解牛奶的中物
质成分了。学生能够知道掌握牛奶中的营养成分。到底牛奶
仔饮用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
课上研究的问题。

首先学生根据问题和实验材料设计上课实验的方法。学生在
设计实验方法是能够知道需要将外加物质倒入牛奶中。但是
在量的控制上和速度的快慢上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进行
提示。那么学生在操作的过程中还要一些问题，首先学生进
行回答然后老师进行补充。

在教学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出现。就是学生准备的杯子不
够。这一点在布置作业的时候，学生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去
做。这一点上在以后的作业布置上需要再加以强调。我还有
就是和班主任进行交流班级情况，以便更好的进行学习活动。

还有就是在做的的过程中，少数的学生没有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带。问为什么不带，学生说忘了或者找不着。我想这都
是借口，为什么有的同学能够每节课都带，而这少数的同学
每节课都不带呢？因此我需要给予这部分学生以工作，了解
学生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愿意参加活动，还是没有兴趣在本
门课上。



大班教案瓶子变变变的教学反思篇五

物态变化是传统物理教学内容，也是初中物理的重点基础知
识。但新课程跟原有课程的很大的不同：一是不再强调对物
态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掌握，而是要通过对物态变化的认识，
能较深刻地了解自然界的雨、雪、雾、霜等现象。二是重在
培养学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发展观”，形成自觉节约
用水、宣传节约用水的好习惯。教师在教学中，要清醒地认
识新旧课程的不同，在教学活动中注重对学生(1)热爱自然，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2)爱护自然，保护自然;(3)善于应用
科学知识来解决节约用水问题等一系列价值观的培养。在教
学过程中，通过温度-时间图象引导学生善于利用图象法这一
直观、有效的数学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复杂的物理问题。学
会利用图象对图像本身所表达的信息推理分析，形成科学结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