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1、鼓励学生在养蚕的活动中发现生命的发展变化，并通过养
蚕的活动经历和体验，进行珍爱生命、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

2、组织和指导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经历对蚕卵、蚕宝宝、
蚕蛹、蚕蛾等蚕一生形态变化的观察和描述过程、用蚕的一
生的发展变化与其他动物相比较，发现动物生命周期的过程。
并且能坚持不懈地做好观察、描述和记录。

3、组织指导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提出问题，发现更多的观察内
容。

教学重、难点：指导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提出问题，发现更多
的内容。

教具准备：学生对蚕宝宝一生所作的记录。教学课件。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了解学生的预备经验，引入本课主题的探究

1、谈话：在前面的课中我们谈到了蚕宝宝变了新模样，请同



学们回忆一下，然后重新描述一下蚕宝宝的新模样。

2、翻阅活动记录、描述

二、新授蚕茧发生的变化

1、变成蛹之后的蚕宝宝还会变模样么？蚕茧发生了什么变化？

蚕茧里现在还有什么？蛹到哪里去了？

2、交流活动记录、小组讨论描述。

3、总结归纳。（通过交流发现更多的问题）

三、观察蚕蛾的形态特征和行为

1、指导观察。

2、展示部分学生的作品。

3、想一想：蚕蛾的身体各部分是从蛹的的哪些部分发育而成
的引导学生从卵的数量、颜色上进行观察比较。

4、观察蚕蛾

（1）描述蚕蛾的身体、并画一只蚕蛾

（2）观察蚕蛾和蛹比较不同。

（3）找蛹和蛾的相同点

（4）结合课件交流雌蛾产卵的观察结果

（通过画画对蚕蛾的形体特征有个更深刻的印象）



四、小结蚕的一生

1、巡回指导。

2、引导了解蚕一生所经历的变态

3、四人小组讨论并整理记录。

4、研究蚕的一生经历几个阶段适当注名每个阶段所用的时间

5、用文字或图表示

6、交流（展示小组内的研究成果、结合图表描述蚕一生经历
的.变化）

（结合图表能直观感受到蚕的生命周期及蚕经历的各个阶段
的不同形态变化）

五、认识其他动物的生命周期

2、讨论：青蛙的一生经历了几个阶段变化

六、延伸

1、出示部分动物的生命周期图。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与蚕、
蝴蝶、青蛙相同的经历呢？

2、请同学们利用课外的时间选择一种动物进行研究，并做好
观察记录

3、记录好课外的观察研究任务并做好初步的计划和观察方案

（让学生能以养蚕的直接经历为模型去认识各种动物的生命
周期）



板书设计：

蚕的生命周期

幼虫

卵蛹

成虫

教学反思：

由于各种原因，学生养蚕的不多，学校也没有统一发放蚕种，
因此我们养蚕的课多数是通过看录像、图片来了解蚕的一生。
本课课时总结课，通过以前的养蚕经历总结蚕的一生。为此
我通过录象片的播放，让学生了解和体验蚕的一生会更加形
象，而且能亲身感受到蚕的生命周期经历过哪几个阶段。计
划通过看录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但没有考虑学生的年
龄特点，只是看热闹，没有记住多少，教师辛辛苦苦准备的
课件不如让那个学生进行简单的背诵掌握的好，兴趣是一回
事，学习又是一回事。现在想起来，如果训练学生养成记笔
记的习惯就好了。让他们看中学，学中记，记中想，这种学
习方式，我想效果会更好。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篇二

语言活动“动物好朋友”，是让幼儿在游戏中正确发言，并
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不抢话，不插嘴，学说简单而完整
的合成句。

为了更加激发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我把儿歌以故事的形
式引出，并借助于课件，孩子们津津有味的看着，不时地用
语言与我互动着。



在这之后的几个环节，依照活动前的设计，进行的很顺利，
但在引导幼儿创编动作表演儿歌时，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
当我们大家一起说“小山羊”时，我立即问大家：小山羊用
什么动作来表演？接连叫了几个幼儿，动作都不是很理想，
陈聪平日想法很多，问问他吧，陈聪站起来说：“用自己喜
欢的动作。”对于一句这样有想法的话，我却忽略了，轻轻
地对她说：“奥.”所以在这之后，创编动作中，基本都是我
来创编，孩子们机械的`模仿。

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提高幼儿的索质，张扬幼儿
的个性，放飞孩子的思维。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的课堂气氛很活跃，在放音乐让幼儿听儿歌时，应让
幼儿多听几遍，加强幼儿的记忆力，应做些头饰，来吸引孩
子。

这样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多鼓励幼儿大胆的和班里的
小朋友一起分享自已和好朋友之间的快乐，幼儿对儿歌掌握
的还可以，教师应多让孩子玩些游戏。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篇四

一、

在教学内容方面，本单元的教学内容都是引领式“问题”的
出现，这真正体现《课程标准》中“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
体”的基本理念。纵观整单元教材，我们把内容分成了三大
部分组成：一、引导学生提出想知道的问题：1、蚕卵是什么
样的；（蚕卵是蚕生命的开始。）2、蚁蚕是什么样的（从卵
里面出来的小生命）；二、可爱的蚕宝宝（爱换新衣的蚕宝
宝，身肥体壮的蚕宝宝，自己盖新房的蚕宝宝）；三、蚕宝
宝变了新模样。教材没有对这三块内容进行详细地描述，而



是把它们作为学生探究的提纲，空间完全是开放的。一改以往
《养蚕》教材主要以展示蚕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过程为内容的
特点，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教材的设计意图是通过组织学
生观察、讨论、交流，认识蚕的生活习性，知道蚕的生长变
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养蚕乐趣，开展科学探究的乐趣。教材
期望：通过课外延伸的养蚕活动，使学生不仅能养好蚕，更
重要的是学生在“做中学”，以达到让学生亲身体验，亲身
经历蚕的生长过程，使学生懂得珍爱生命；同时将长时间对
蚕的观察结果以写或画、拍照等方式记录下来，培养学生持
之以恒的毅力，培养负责任的科学态度和勇气，培养动手能
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在材料设计方面，教师需要准备放大镜、蚕卵、黑色的蚁蚕、
白色或黄色的茧子，还有自己拍摄的蚕生长变化的照片或录
像资料。总之，学生需要的材料我们要尽量满足，这才能真
正激起他们的学习热情。

三、

在教学过程设计方面，根据学生的已有经验和本单元的课型
特点，将讨论、观察、交流、评价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我
们可以把这单元教学设计成两大块：（1）观察认知性探究活
动——课内，通过讨论、观察认识蚕卵、蚕卵中的小生命，
爱换新衣的蚕宝宝，身肥体壮的蚕宝宝，自己盖新房的蚕宝
宝；（2）实践体验性探究活动——课外，学生养蚕、观察蚕
的生长变化，获得养蚕的乐趣。这样的设计能激起学生对养
蚕的兴趣，调动起学生参与养蚕的欲望。而我们教师要做的，
就是营造出宽松、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敢于在活
动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满足了学生的探究心
理。教师在课后还要经常了解学生养蚕的情况，及时给学生
以帮助，一定要想办法使学生坚持养到底，培养学生坚持不
懈的科学探究精神。



小学生对动物有着天生的研究兴趣，在《动物的生命周期》
单元教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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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亲自观
察，亲自动手捉蚕、画蚕，记录它们的生活习性，通过他们
的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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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认识。并在活动中锻炼了交往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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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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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观察记录蚕的.行为特征，活动过程中愿意与他人合作并
交流想法。课后很多学生在饲养中都体验到照顾小蚕、观察
小蚕的生长是十分有趣的事。

在实践活动中，我真实感受到：一、千万不能小看学生。整
个活动，学生是主人，我是一名组织者、服务者。他们的问
题，他们的知识面之宽出乎我的意料。许多同学是从网上下
载的资料，有的同学发现可以用牛奶来喂养蚕，这样蚕生长
的速度变快，茧子的产量增加。有的同学为了照料生病的蚕，
晚上11点还起来，母亲叫他好几次后，才睡觉，其关心程度
让我吃惊。这不是科学探究精神的真实写照吗？二、让学生在
“做”中获得体验。“听会忘记，看能记住，做才能会。”
这也是对“做中学”的一种理解。学生在养蚕活动中，发了
很多问题。其中有一小组养的蚕死了一条，他们一大早，跑
到实验室问我。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们，而是先让他们找原
因。最后，他们确定问题出在桑叶上。经过调查，昨天给蚕
吃的桑叶是冰冻过的。为了证明这一切，我建议他们重新做
个实验。作为科学教师，我们应充分信任学生，把学习的主
动权交给学生。后来他们做了实验，证明蚕的死因确实在桑
叶上。三、教师应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我个人认为，这
一单元不注重学生学会了多少知识，而应重在：在活动中获
得亲身参与实践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经验；形成从自己的生活
中主动地发现问题并独立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发展实
践能力，发展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能力；养成合作、分
享、积极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养蚕活动结束后，我的个人体会是：运用“做中学”教学方
式改变了学生“学”的行为，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动者，
也改变了教师“教”的行为，使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伙伴。这就是小学科学课程的基本理念
把师生带入了一种全新的境界。

我们的生命周期教学反思篇五

在这一单元的教学中，我真实感受到：

二、让学生在“做”中获得体验。“听会忘记，看能记住，
做才能会。”这也是对“做中学”的一种理解。学生在养蚕
活动中，发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小组养的蚕死了一条，他
们一大早，跑到办公室问我。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们，而是
先让他们找原因。最后，他们确定问题出在桑叶上。经过调
查，原来给蚕吃的桑叶是冰冻过的。为了证明这一切，我建
议他们重新做个实验。作为科学教师，我们应充分信任学生，
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后来他们做了实验，证明蚕的`死
因确实在桑叶上。

三、教师应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我个人认为，这一单元
不注重学生学会了多少知识，而应重在：在活动中获得亲身
参与实践的积极体验和丰富经验；形成从自己的生活中主动
地发现问题并独立地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发展实践能力，
发展对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能力；养成合作、分享、积极
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