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 光现象的
教学反思(大全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
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声音的产生》是苏教版小学科学第三单元的起始课，在本单
元起启下的作用，基于探究声音是怎样产生，为后面《声音
的传播》等课时的探究活动做好充分的知识准备。小学生对
于声音的认知是具体的，但是产生的原因是抽象的。如何让
学生找出发声体发声时的共同现象振动是本节课的重点，探
究声音产生的原因是本节课的难点。

因此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采用了观察法和间接观察法的实验，
分层次设计实验，层层递进，从直观的看到振动现象，到借
助其他物体感受肉眼看不到的振动现象，再到反证实验，声
音停止，振动也就停止了。本课还提供大量的发生物体，让
学生在充分感知发声现象，用看、听、摸、画、说的形式，
引导学生将注意力从发声的动作落到发声体发声时的现象，
从而总结出物体的发声来源于振动这一科学知识，来突破重
难点。本课在设计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丰富的材料准备，且材
料的结构性是随着教学任务递进的。比如橡皮筋、尺子、撒
有豆子的鼓都是很好的发声材料且感知明显，同时延伸教材
中仅探究固体和气体的发声体，引入了水这一液体发声体，
为后面一课的学习打下基础。吹小瓶这一环节，做了两个调
整，一是将教材中的盐换成了塑料泡沫，因为在课前的下水
实验中发现盐根本吹不起来；二是将这一分组实验改成了演



示实验，因为学生在分组时只关注了好玩，而忽视实验现象
的思考，同时由于是冬季，湿气大，学生分组在轮流反复吹
的时候，会出现吹不起来的现象，影响实验结果。而演示实
验会将学生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一个点，通过一个空瓶、一个
装有塑料泡沫两个瓶子的对比，发现空气在振动，带动塑料
泡沫在振动，从而解决气体的振动引起发声现象这一知识。
在反证实验环节，用小锣取代小叉，因为小锣的声音延续时
间长，振动明显，而用手去按住小锣停止发声，振动也停止，
现象直观好操作。

此外，本课设计中重视学生的良好实验纪律和实验记录填写
的好习惯。从猜测—验证—结论，用事实说话，善于观察，
学会倾听，敢于表达。最后的两个问题，为后续声音的传播
和声音的大小两课埋下伏笔，让孩子们在好奇中继续研究。

不足之处，通过这节课，虽然学生的学习效果达到了自己的
预期，但是课堂中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注重和关注程度不够，
其次，我放手程度不够，虽想让学生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但是引导过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了抑制。还有，
我在课堂上对某些学生的细节表现关注不够，对学生的指导
过多，对学生探究能力挖掘的不够。若是在探究阶段有学生
不同观点的争论，就能更好凸显出科学课的探究的特色。此
外板书整理方面应将本节课的结论用一句话表述出来，更好
的总结本节课的科学知识。

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教学中围绕昼夜现象的形成跟太阳的照射，地球是球体，球
体不断自转，三个因素有关的事实展开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探
究活动。课堂上为了提高学习有效性，我为学生营造了一种
和谐宽松的气氛不断的激励学生敢于想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
感受，并始终注意选用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为探究的动力点，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选用学生提出的问题作为有效教学
的动力。



在本课的教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学生的探究思
维范围估计不足。由于时间关系，学生的模拟实验展示验证
假想的部分还不够充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我还需要更
全面、细致的考虑，对学生、对教材要更深入的了解，运用
更多的方式使课堂教学更有实效！

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1、选择有结构的实验材料。

有结构的实验材料就是指能揭示科学概念的材料。如将小地
球仪、去掉灯头的手电筒作为有结构的实验材料提供给学生，
目的是要避免学生从零乱的材料中片面认识事物特征，而让
学生较全面地从本质上认识事物，获取科学的知识与方法，
给学生较大的思考空间。

2、采用有意义的典型材料。

通过典型材料引发典型经历，典型经历引发科学思维，科学
思维引发科学认识，科学认识的提高就是科学课堂效率的提
高。如在演示实验中将大的地球仪和没有灯罩的台灯组合进
行模拟实验观察，并选取相关的多媒体资料，让学生观察这
一动态活动过程，使学生的认识水平得到了发展。

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1、对模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各课时之间内容的衔接也不够
紧密，每课时的内容多少还需进一步完善。

2、让课堂成为开放性的探究天堂。新的教学理念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在设计教学内容
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准备的材料，我把科学书57页的
内容，改为课前游戏，把科学书56页的内容改为课中师生对
话的形式解决完成。



3、这节课能别开生面，一举打破传统写实验结论的方法，运
用了学生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以诗的形式出现，学生读起来
朗朗上口，记忆深刻。

4、《有趣的磁现象》一课，由于教师在课前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一上课就以小魔术的游戏吸引着学生的注意力，趁学生
意犹未尽时，又进行了神奇的“气功”表演，把学生的眼球
紧紧锁定在表演区。这两个表演用时虽然不超过3分钟，但足
已使学生惊叹。

5、《有趣的磁现象》一课，所展示的四个关于磁铁的实验，
学生都是非常喜欢的。学生做实验前是对磁铁充满着好奇，
对磁铁的神奇魅力充满着幻想；而学生在做磁铁实验时，对
的磁力的来无影去无踪又感到一片迷茫。磁铁为什么会吸铁？
磁铁的两端磁力为什么特别强？磁铁为什么能指示南北方向？
磁铁的同极为何互相排斥，异极互相吸引？十万个为什么一
起涌现在脑海。即使学生做完实验后，对磁力、磁性甚至磁
场这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东西仍然在脑海掀起波澜，久
久不能平静。学生的这些情感与行为，既是很好的课堂资源，
又为教学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也为以后进一步学习磁的
知识奠定了基础。

教学建议：

本课程内容适用的对象：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且具备一
定教学规模的城市、镇区学校，以及拥有充足实验器材的乡
村学校。另外，本课程也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对课
程内容进行增删、调整和变通使用。例如，只具备实验1、实
验2、实验3的器材，则可以删去实验4，而补充其他内容。

《多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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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现象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有结构的实验材料就是指能揭示科学概念的材料。如将乒乓
球、手电筒作为有结构的实验材料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要避
免学生从零乱的材料中片面认识事物特征，而让学生较全面
地从本质上认识事物，获取科学的知识与方法，给学生较大
的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