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真奇妙教案反思(优质7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写教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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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一

本次送课我选取了《奇妙的声音》这一科学活动，主要是想
通过对声音产生的体验活动，较完整的将科学“做中学”活
动的理念及基本环节展示给听课的每一位老师，同时也想把
我园的特色活动打击乐带给兄弟幼儿园。

本次活动有两个目标：1、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声音是怎样
产生的，知道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2、通过
各种尝试活动和操作活动，激发幼儿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兴趣。
由于是在师生双方陌生的环境中上课，因此备课时我重点考
虑了乡下幼儿和老师的配合，以及如何调动幼儿的积极性等
问题。游戏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种活动形式，因此，本次活
动采用游戏化的方法创设教学情景，贯穿活动的整个过程。
于是我在活动开始就利用手指游戏，拉近幼儿和我的距离，
消除幼儿对我的陌生感。幼儿配合的很好，从而使整个活动
顺利进行。《奇妙的声音》这个活动符合幼儿好奇、好模仿、
好动的特点。通过幼儿自身的探索，感受与同伴、老师一起
玩的快乐。从活动情况来看，孩子们能达到目标要求。

在《奇妙的声音》这个活动中，我设计了以下活动环节。

一、创设发现声音的情景。通过老师和幼儿玩《找小猫》的
游戏，提出主题——声音，进而提出如何听到声音？如何保
护耳朵？声音是如何产生的？使活动环环紧扣，过渡自然。
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地被吸引过来了。声音是如何产生的自



然成为幼儿要提出的问题。在解决“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这一难点时，我通过让幼儿自己摸着自己的脖子声带处，想
让幼儿通过感受说话声音产生的振动而了解声音是如何产生
的，可能由于幼儿摸声带位置不对，以及幼儿年龄小，声带
薄等客观原因，幼儿没有按照我的预想将声音是通过声带振
动产生的这一结果说出来，于是我就及时进行调整，告知幼
儿声音是通过声带振动而产生的。接下来我为了让幼儿能接
受振动产生声音的道理，用敲击大鼓让大米在大鼓上跳舞的
环节让幼儿亲自观察感受振动的存在。又一次引导幼儿突
破“声音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难点。

二、听听声音。让幼儿听听我准备的一些打击乐器发出的声
音，从而知道声音的不同。活动前我考虑到乡下幼儿园的条
件有限，于是我就把在我园活动中选用的一些生活中的材料
改为一些打击乐器，让幼儿自选乐器玩乐器，让自己的乐器
发出声音，尽可能的发出大的响声。这一环节在活动中掀起
了幼儿兴趣的高潮，幼儿探究、活泼、好动的天性被大大的
激发。于是我就抓住有力时机，让幼儿汇报这样的声音好听
吗？“太乱哄哄了”。“太嘈杂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噪音
和乐音在玩得过程中被引出来了。

三、如何使声音变得好听呢？既然噪音大家都不爱听，于是
我就顺势引导幼儿在我的手势指挥下，听着生动的乐曲，有
节奏的演奏乐器，一场小小演奏会又上演了。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孩子们积极主动探索，始终保持活泼、
愉快的积极情绪，在轻松、自由的游戏中自娱自乐。活动中
调动了多种感官，在看看、听听、玩玩中增长经验，
在“玩”、“听”中，感受着不同的声音，并体验与同伴一
起分享快乐。所以他们真正做到在玩中乐，玩中学。在评价
活动环节中我适时的给予幼儿鼓励，在活动结束时我给参加
活动的每一个幼儿都发了贴画以示奖励，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感受到成功的喜悦，我想这些孩子一定会记住曾经有一位老
师让他们那么快乐。



活动中还有很多不足，例如我把主要重点放在让幼儿用我提
供的材料进行操作上，使活动也存在了一些局限，如生活中
的声音，自然中的'声音等等都没有设计到，应当在拓展活动
中让他们继续去发现，感知大自然中无穷声音的奥秘。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二

“克隆”是一项存在极大争议的前沿科学,其症结就在于能不
能克隆人。这是一个到现在还在争吵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
我在两个班组织了以“克隆人对人类有利还是弊”的辩论会，
效果喜人。三班的'王蒙蒙课后对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
候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辩论会呀？”由此，学生的喜爱程度可
见一斑。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三

这节课的课堂教学过程能体现新课改的思想，让学生在阅读
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珍视学生的独特的感受、体验
与理解，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不足之处，就
是学生平时缺乏这样的学习，可能还是习惯于接受性的`学习，
乍上这样一节课，不太习惯，不很适应，不过，我觉得我们
不能因此牵就学生而墨守成规，停留在原来的教学中，不去
探索，不去追求。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四

这节课我通过小组竞赛，创设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生进
行学习，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课前有准备，课
堂上能打开思维，积极探讨、辩论、回答问题，并能将科学
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充分体现了“生活中处处有语
文”。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五

“克隆”是一项存在极大争议的前沿科学,其症结就在于能不
能克隆人。这是一个到现在还在争吵的话题。利用这个机会，
我在两个班组织了以“克隆人对人类有利还是弊”的辩论会，
效果喜人。三班的王蒙蒙课后对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
候再组织一次这样的辩论会呀？”由此，学生的'喜爱程度可
见一斑。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六

刚学完第三单元五篇说明文，接下来第四单元又是五课说明
文，唉，再美味可口肥而不腻的“东坡肉”也会厌呀。于是
决定把第17课《奇妙的克隆》丢给学生，由他们自己来处理。
虽说“丢”，还是不太放心，略为组织了一下：第一大组负
责课文第一部分“克隆是什么”；第二大组负责课文第二部分
“克隆鲫鱼出世前后”；第三组负责课文第三部分“克隆绵羊
‘多利’”；第四组负责课文第四部分“克隆技术造福人
类”。每组负责朗读自己这部分，每组都要回答其它各组同
学提出的问题（内容是各组负责的部分），其它各组同学可
以对全组提问，也可以指定同学回答。提的问题可以几个人
一起商量确定，也可以单独提出。负责回答问题的小组可以
单独回答，也可以一起商量回答。回答不出次数多的算输。
如果提问者认为回答得不对的，就要把认为对的答案讲出来，
经过全班同学和老师的评定认为行，也算没回答出一次。

分组朗读一结束，全班同学就沸腾起来，不要老师说分组讨
论，自己就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研读自己这组负责的内容，
商量提什么问题，怎样应对别组可能提出的问题。哇，可以
用热火朝天来描述这个场面。

《奇妙的克隆》教学反思二

《奇妙的克隆》尽管是一篇科学说明文，说明文学起来一般



较枯燥，而且“克隆”属于前沿科学知识，对一般人而言生
僻难懂。但本文所说明的对象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而且作
者通过列举大家熟悉的事例，加以细致地解释，所以本文学
起来也能做到生动有趣。

首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身边事说起，让学生课前搜集身边有
关克隆的实例，引起学生探究的兴趣。学生会发觉克隆并不
神秘、高远，它就在自己身边，经常可以接触到。

其次关于克隆的科幻电影、文学作品很多，可以从这些学生
熟知的作品入手，引发对克隆是福是祸的思考，再就此展开
辩论，使学生深入了解克隆。

本文的资料较散乱，可根据课文具体情况穿插有关资料，使
资料用得到位。

真奇妙教案反思篇七

这节课的课堂教学过程能体现新课改的思想，让学生在阅读
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珍视学生的独特的.感受、体验
与理解，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不足之处，就
是学生平时缺乏这样的学习，可能还是习惯于接受性的学习，
乍上这样一节课，不太习惯，不很适应，不过，我觉得我们
不能因此牵就学生而墨守成规，停留在原来的教学中，不去
探索，不去追求。

这节课我通过小组竞赛，创设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生进
行学习，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课前有准备，课
堂上能打开思维，积极探讨、辩论、回答问题，并能将科学
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充分体现了“生活中处处有语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