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 我们生活的
世界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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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篇一

《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一课是小学二年级科学第二单元材料
的第一课，主要目标是让学生知道我们周围的世界可分为自
然世界与人工世界，人工世界的物品是由人类设计并制造的，
物品又由不同的材料制成。

我首先通过放映幻灯片，让学生们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明
确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并能准确分辨出自然世界与人工世
界，最后得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自然与人工世界。

然后观察身边的各种物品：窗户是玻璃的，衣服是布的，桌
子的桌面是木头的，桌腿是金属的，书是纸做的，气球是橡
胶的。

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各种类型材料的名称。

分发实验材料并让学生按黑板上的类别分类。

问题：实验过程有些混乱，有的小朋友拿出气球用嘴巴吹，
有的拿着橡胶手套就拿往手上带，有的拿木棍、勺子、碗敲
打。

改进措施：提前说清楚实验要求（指定实验小约定。）；细



化实验过程，老师先演示把某一类材料的物品分类，让学生
按照演示做；加强课堂组织的能力，多向有经验的`老师们学
习。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二年级教学的内容是二单元第一课《我们生活的世界》。

在本课的教学当中想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我们生活世界中物品，
再到物品是怎么来的，最终落实到制作物品的材料上，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大部分学生理清楚了物品和材料，但是在问
到橡皮和橡胶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橡皮是材料。所以借此
机会我请分清楚的同学来做一次讲解，对物品和材料进行再
一次的区分，同时有一个同学说橡皮我们叫它橡皮擦就能够
非常明确啦！学生还是很给力的。

后来我找错误的同学进行课后访谈，他自己说出了实情，前
面不是很认真，所以随口说出来就错了，于是对他进行了口
头的教育，强调听课的重要性，并激励他期待看到进步他。

教研感悟：今天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感悟最深的就是迎难
而上，不要畏惧，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而且可能就是一堂
课的亮点。同时刘老师的分析也让我再一次感受到授课老师
的方方面面对于一堂好的课都尤为重要。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篇三

本周给孩子们上了二单元第一课，这节课的学习需要准备许
多材料，我想是让孩子们自己带还是我给他们准备呢？在完
善了教学设计后，做了点修改。将材料的准备这一工作由老
师来完成。

首先在课堂导入部分，简单让孩子们举手回答一单元我们学
了什么，让孩子们复习巩固乐知识点，也为本节课的学习做



了铺垫，同时将孩子们的回答有意识的进行板书：天气、季
节、太阳、月相、土壤、动植物......进而引出本节课的课
题，这些都属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事物——《我们生活的
世界》。接着提出问题：“同学们能否还能观察我们的生活
世界，你能不能再说出一些生活中常见物体的名称呢？” 我
先给孩子们做了示范：“老师现在写字都黑板，也属于我们
生活世界，你还能不能说的更多呢？” 这样孩子们就能回答
出：铅笔、书包、桌子、椅子......（同时有意识的进行板
书）为了让孩子们说的更多，我才去了小组开火车的方式：
一列小组为一个团队，一次说出物体名称，不能重复前面同
学说的，挑战成功，就可以为小组挣得一颗星。孩子们都非
常积极，并且安静倾听前面同学说的名称。

之后提问：说了这么多，能不能将这些来分一分类呢？就以
敬老师黑板上的事物来说，你不能能帮帮敬老师来分一分呢？
并且说出你分的理由。许多孩子第一时间会根据用途来分，
比如桌子和椅子为一类，也会说硬的软的为一类，这时候也
要给他们鼓励和表扬，同时引导他们像大自然和人工靠近。
最后得出我们的世界能分别两大类：自然世界、人工世界。
最后展示许多图片让孩子们立即说出是属于自然世界还是人
工世界。

接着提出问题，现在要加大难度了，同学们能不能见我们的
人工世界再来分分类呢？这时展示我带来的“百宝箱”。敬
老师今天带了一个百宝箱，里面全是人工世界的物体，你能
在对他们分一分吗？说说你分的`理由。（依次将袋子里的物
体给同学们展示）然后给孩子们思考的时间，请同学上台来
分，一个类别的放在一起。有的孩子会按照用途来分，有的
会按照能动的和不能动的来分，大部分孩子还是会根据这些
物体的材料来分。（金属：剪刀、回形针、勺子 塑料：塑料
袋、一次性饭盒 陶瓷：咖啡杯、小碗纤维：红领巾、毛巾木
头：筷子橡胶：气球，洗碗手套 玻璃：烧杯，水杯。） 为
了让每位孩子都能参与进来。在同学上台分完之后，我在叫
孩子们四人小组讨论，看看你们周围还有哪些能够根据刚才



我们总结的材料来分，并且要说出各种材料有什么特点，然
后每一组派代表发言。（这时孩子们能说出更多：笔盒属于
金属类，很硬，是铁做的、戴的眼镜上的眼镜片是玻璃做的，
透明的等等）

最后让孩子们完成手册上的学习内容，完成后在老师的带领
下，进行批改。（这里也给孩子们解释了什么叫烧杯，因为
有的孩子会把烧杯和量筒搞混。给孩子们讲了烧杯是用来干
什么的，以后我们也会经常用到。）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篇四

本周进入二单元第一课的学习。情景引入：跟着小猪佩奇一
家到刘博士家里，由路上的风景（视频）引出自然世界和人
工世界，这里就很自然也的提到了分类。帮助刘博士整理物品
（根据已有的实验材料准备了十四种物品），提问：可以怎
么整理？学生提到了可以分类。

提问：分类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学生说到了分类标准。

提问：说一说你的分类标准是什么？学生有说到根据用来吃
饭的和不用来吃饭的、根据形状来分、根据大小、根据颜色、
根据是金属还是塑料还是木头等（学生提到这一点时引导学
生说出这是材料的不同）。这里提到刘博士就是研究材料的
科学家，所以今天我们根据材料的不同来帮助刘博士进行分
类整理。

提问：将物品分类我们第一步可以怎么做？怎样更便于分类？
学生说到可以编序号（引出第一步编号）。在编号时也将材
料简单的向同学们介绍一下。

分类活动开始之前先说分工，小组长和纪律组长组织好同学，
实验组长取放材料，材料组长领还材料，计时组长注意提醒
时间，记录组长负责填写实验记录单。（因为之前小组在合



作时分工不明确，合作完成的不好，所以在这节课时强化了
分工以及合作的重要性）

提醒：实验材料要保护好，易碎和已丢失的小件物品要特别
注意。

活动开始：大部分孩子能知道自己做什么，分类活动能顺利
进行，在规定的时间内（5分钟）能完成实验。学生不太熟悉
的橡胶材料和纤维材料在实验过程中有学生问到都给予了简
单的说明。

分享交流：请一个小组的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分类结果。有
异议的再接着补充，最后展示正确的分类结果。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物品准备了有纸杯和纸片，学生认为纸
也是材料的一种，我提前查询了资料，一般造纸的原料是纤
维物质，这里是不是应该分到纤维材料这一类？但是学生对
于纤维的认识比较少，而且后面还要学习纸的知识，这里有
必要将这个问题说清楚吗？课堂上我的处理方式是这里暂时
留有一个疑问，后面继续探究。

本节课分享交流的时间还不够，下节课还要花点时间总结一
下。

零食与我们的生活教学反思篇五

这一课是“材料”单元的起始课，要帮助学生建立两个世界
的概念，我们周围的世界可分为自然世界和人工世界，自然
世界是本身就有的，而人工世界是由人设计并制造出来的，
让学生从材料的视角审视世界。

物品是由材料制成的，不同材料具有各自的特点，可以把物
品按材料分类。我发现学生容易把物品和物品的材料混淆，
我通过出示椅子这物品的图片，问：它是由什么做成的？学



生都能回答出是木头。当自然世界里的树木被砍伐下来做椅
子，桌子时，木头就成为一种材料。再让学生观察我们生活
的世界，我们周围有哪些物品，它们都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
学生就举例。我出示剪刀，问:剪刀是用什么做的？有学生会
说金属，有学生会说塑料，这时他们就发现有的物品可以由
一种材料制成，也可以由两种材料制成。

我们的物品是由材料制成的，那这些材料又是哪里来的呢？
比如，布是动物的羊毛，棉花加工而成，金属最初来自矿石，
加工提炼而成，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而这些资源都是有
限的，要珍惜资源。

学生在分组给物品进行分类时，应该活动细化，让他们一个
一个有序观察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