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模
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篇一

从内容上看，本节内容是学生们首次接触大型的电路实验，
是对前面的电路图进行巩固的作用。本节课中所涉及的实验
都已经分别进行了分组实验，培养了学生兴趣，观察实验现
象，初步掌握串并联电路的特点。

通过实验我们认识到，将尝试教学理论应用到物理教学中有
利于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活动课的相互结合；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知识领域、发展个性、培养创造能力；
有利于增强参与竞争意识，对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显示出
强大的生命力。

这种教学过程特别强调尝试练习也就是说物理教学不是让学
生去“读”科学而是“做”科学。可以使学生充分体验从提
出问题、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索直至获得结论的探索过程，像
物理学家那样思考物理，培养学生了学生的创造力。通过设
疑引导学生探究，体现科学学科特点，突出学生的地位。在
教学过程中，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
使得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留下深刻印象，
提高教学效率。实验中采取分组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团队
协作，独立思考的能力。

总之，通过这节课的研讨，对本人各方面的教学技能都起了
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这节课，我深深体会到自己离一个优
秀教师的标准还差得远，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一定好好的总



结、思考，不断改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篇二

物理是一门定量的精密科学，一门带有技能性和方法论性质
的科学，一门以观察、实验和物理思维相结合的科学。就初
中学生的物理学习而言，知识性结论其实是早就有之的，学
习过程实际就是一个通过探索性的知识的发现过程，去训练
科学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物理思维、科学态度、科学精神
及其创新精神的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和思想，在串并联电路电压一节的教学中，我
向学生提出了通过实验去探索和总结串联、并联电路中电压
规律的要求，要求学生四人一组，不看书，分别独立地提出
实验构想，列明所需实验器材，自行设计实验记录表，相互
配合进行实验和记录，最后对实验中发现的各种现象和规律
进行总结和陈述的要求。提示学生，实验过程正如我们称东
西有误差一样，要注意透过误差的杂乱表现，总结出一般性
的规律。

结果学生在设计实验方案时，各组提出了不同的各种方案，
最终他们不仅总结发现了串联、并联电路中电压总体性的规
律，还发现了以下现象与问题：

1、用电压表测电路的每一段时，用电器两端有电压，而导线
两端没有电压。

2、把电压表象电流表一样串联时，灯不亮，可是电压表有示
数。

3、电压表不小心并在开关两端，灯照样亮，但电压表并有示
数。

4、串联电路连接正确，电压表有示数，灯不亮，用手按住，



灯才亮，但电压表示数减小。

最后，我们不仅总结出了串、并联电路电压的总体规律，还
对发现的其他现象一一讨论，弄明了原因。实际上同学们发
现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平时检查故障遇到的问题，通过一
节课的学习，同学们弄明白了许多知识和道理，而且这种通
过自己实验，探索总结出的知识，很能树立学生的成就感，
有利于养成学生的探索信心与精神，学生理解得透、记得牢，
效果也相当好。

通过这一节课，使我对如何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的主体，成
为探索者、发现者有了更深切、更美妙的感受，对培养学生
的基本技能、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
的认识，教给学生方法和态度，也许许多学生将来都可能成
为发明者！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篇三

1、一是能充分利用本节教学内容的特点，及时有效地采用学
生分组实验，从而提高课堂实验教学的效率、学生的积极性。

2、用表格的形式把要实验的内容体现出来，让学生更加形象
有效地掌握实验的内容，降低学生对实验内容的把握难度，
达到提高实验的有效性。同时也可节省教师对实验内容的提
示与说明，减少教师对课堂的占有度，让学生有更多的实验
探究时间，保证实验成功率。

3、整个实验过程学生完成得较好，说明上面的教学措施是有
效的。教师在提炼实验结论时，能充分利用“对比”这一方
式加以归纳展示，让学生掌握起来更有针对性，不易混淆。

1、平常要多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提高学生交流的能力。
比如上课时有几位学生让他们对自己所得结论“怎样从实验
所得现象，归纳出结论”的过程进行描述，明显较困难。



2、在学生交流实验结果这一环节上比较单一，不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交流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拓宽思路，找到更好的方法
来调动学生的交流有效性。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内容是在第二节“电流和电路”的基础，学生在电学部
分的第一次探究，为第五节探究串并联电路中的.电流规律奠
定了基础。

在教学设计中，考虑到了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
将本节内容设计为教师引导下的探究性课堂。通过情景设问、
讨论、解疑，循序渐进，让学生达到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目标；
通过分组实验、合作交流，让学生体会一些科学研究的过程
和方法；通过一定程度地放开课堂，让学生自主学习、设计
简单实际电路等，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和学习成就感。
把这节普通的实验课改为探究课，既能够落实教学目标，又
丰富了学生的过程经历和体验。

根据学生的情感态度决定了探究内容选取角度，能激发学生
探究的热情和兴趣。根据学生学习准备情况和学习特征，通
过问题引导，程序的调整，降低了探究内容的难度系数，能
提高探究式教学的有效性。

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通过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设计，以实验为基础，创设
以学生为主体的物理情境，使学生通过真实环境去感受、去
体验，贯穿着以科学探究为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主要过程
和方法，始终以学生的主动参与、积极体验、浓厚兴趣去感
知，去认知串联和并联电路的特点。教学活动中尽力营造类
似科学研究的氛围，调节探究的节奏，用实验启动学生的思
维，在实验中拓展学生的思维，使学生真正成为探究活动的
主体、课堂的“主人”，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作用，
把教学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帮助学生"学"上，达到了使学生既
掌握知识与技能，又懂得过程与方法，并形成正确的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很好地实践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
合作交流”的重要学习方式。其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本节课中，我充分地信任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握住
了自己教学主导者的地位，给学生提供了一种宽松、和谐的
学习氛围，课堂气氛民主、活泼、开放，这样做有利于学生
形成尊重事实，大胆探索的学习态度，鼓励了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如：在学会连接串、并联电路后，鼓励学生大胆地提
出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教学活动中，我还积
极地创设出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情境。例如：通过创
设一些有趣的场景（如家里、教室及串联和并联彩灯的实验
等），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主动参
与教学活动的热情，为探究新知识，做好了充分的知识和思
想上的准备。在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精心创设的教学情境
中，完成了引导学生对串、并联电路特点探究的教学。

每当学生在自己的主动参与下获取成功时，心情愉快，精神
振奋，创新意识增强，产生强大的内部动力。因此，本节教
学中我注意放权给学生，给他们想、做、说的机会，让他们
讨论、质疑、交流，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辩论，给学生充分
表达自己思维的机会，让学生放开说，并且让尽可能多的学
生说。同时，针对学生的个性素质存在差异，教学中，我既
面向全体，也注意个体，关注每一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发
展，尽量缩小两极间的差距，实现有差异发展，给每个学生
提供思考、表现、创造的机会，让他们都主动地参与教学活
动，创造学生主动参与的条件。如：在连接并联电路时，及
时对困难学生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导，使他们也能通过亲自
实验探究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条件具备了，学生自然就
会兴奋，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高起来，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
只有积极、主动、兴奋地参与学习过程，个体才能得到发展。
整节课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深入探究，学习积极性甚高，思维



活跃，学生学得愉快，学得轻松，他们从中尝到了学习的无
穷乐趣。既为学生主动参与创造了条件，又培养了学生分析
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索的兴趣。

整个教学活动体现了新课标的“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
向生活”的理念，体现了“在学习中活动，在活动中学习”
的现代教学思想。如：以生活中的灯的熄灭现象为切入点，
打通学生书本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界限，让生活走进课堂。同
学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去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应用过程，
使学生的视野和素质得到拓展和提高。在情景中去发现问题，
在问题中去探索，在探索中去认知，在认知中去归纳，在归
纳中去提升。同学们在主动参与、积极体验的基础上，使获
得的.知识真正得到消化吸收，并转化为经验。通过这样的学
习活动，既培养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增强了他们
交流合作的能力，同学们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得到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