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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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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班科学照镜子教学反思篇一

科学活动《我的关节会表演》这个教学活动是《从头到脚》
这个主题中的一个教学内容，在这次的双高课的教学中，我
选择这个教学内容是在听了一个省级送教下乡活动中的一节
公开课后得到的启发，这位执教的老师能把这样一个比较枯
燥的教学活动上的如此的精彩，使我受益匪浅，所以这次的
双高课正好也是这个主题中的教学内容，于是，我就决定把
这个内容搬过来，试着也来尝试一下，感觉一下自己在执教
后的效果。

在设计教案时，我首先对这个老师的'教学过程进行了回忆，
然后找到听课笔记进行回忆和笔记的对比，看看整个的教学
过程是否相似，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教学设想和班上孩子的水
平进行教案的设计。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用一个电视节目中
的一个大型游戏《墙来了》引出课题，让孩子们做做游戏，
感觉一下身体和手臂的灵活性，再提供给孩子每人两个纸盒，
把纸盒套在手臂上再做同样的动作，体验一下套上纸盒和没
套上纸盒在做动作时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从而得出结论：
没套上纸盒手臂做动作是非常灵活的，套上了纸盒手臂做动
作就不灵活了。在此基础上向幼儿提问：我们身体为什么这
么灵活的秘密在哪里?从而得出因为我们身体有关节，关节的
主要特征是能伸直、能弯曲、能转动，因为有了关节，所以
我们的身体才会这样的灵活。再进行生活经验的回忆，我们
在生活中关节帮助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



最后这个环节我还是回到开头的游戏《墙来了》，不同的是
我采用了课件，在视频和音响的共同作用下，孩子们在游戏
时的兴趣比刚开始时游戏的兴趣要高。整个教学活动，孩子
们的兴趣是比较浓的。

现在上完了课静下心来，仔细回顾整个的教学活动，感觉到
一个枯燥乏味的科学活动能够让在孩子们充满兴趣和欢乐的
情景中开展活动，这完全得益于游戏，孩子们在游戏的情景
中获得知识、在游戏中体验快乐，充分符合《纲要》中指出
的：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对幼儿进行教育
要依赖游戏，何况是枯燥的科学知识呢?幼儿在科学游戏中获
得相关科学知识，如果询问幼儿喜欢科学游戏吗?每个人都会
回答“喜欢”，原因就是科学游戏可以动手玩，“玩”是游
戏的主旋律。在“玩”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双手和大脑的并
用。就如陶行知先生的《手脑相长歌》所说：“人有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
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玩不仅
仅要玩的热闹，还要玩的有效，有效地激发幼儿思维的火花，
从而获取经验、知识。

小班科学照镜子教学反思篇二

《科学》新教材，从整体上看，体现现代科学的特点，展现
科学精神，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在今后的个人生活和
社会工作中具有科学信息的认识与理解、表达与交流、实践
与决策、预测与判断、探究与创新的能力。在新教材中，将
抽象的内容转化成具有较强启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内容，
使教材呈现开放性和动态性，充分体现现代科学的特点；注
重科学史和科学研究过程的介绍，使学生在了解科学的同时
学习有关科学知识；教材提供了大量供学生自由阅读的栏目，
注重学生个性化表现，也可以给学生提供无限启发；新教材
中还体现了人文精神，如生物的资源、环境保护等，虽然没
有正面阐述，但可以使学生潜移默化的领悟。



《科学》教材注重科学素养的培养，强化科学探究，提倡多
元化的学习方式，实施生命科学与社会、技术相结合的教育，
加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体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特
点，因此，本课程教学具有适切性和可操作性。

在教学实践中，我觉得教师首先要转变教学的观念和方法，
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要教会他们探究大自然的能力，
给学生“鱼”，不如教会学生“渔”。因此我加强学生自主
参与的探究，通过让学生积极投入、亲身体验和主动探究，
改变了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生命科学知
识解决自身实际问题及生活相关问题的能力；更强调学生学
习方式的转变，培养主动独立的学习态度与人格品质。在教
学过程中和学生一起探究实验课题，逐步培养学生对科学乐
于探究、勇于实践的精神，使学生形成敢于质疑，善于实践，
尊重事实，积极奋发的精神面貌，掌握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技能，学会自主探究，提高学习品质。

《科学》新教材中，增加了科学发现和研究史、信息资料，
还有更多是来自生活中的知识，我以任务驱动学生，将教学
内容设计成几个板块，供学生自主选择，然后进行自主探究。
新课程教学发展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科学思维能力、收集和
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合作学习、表达交流的能力。学生获
取、整合、内化、表达、交流信息，得到的知识远远超过教
师在40分钟中能传授的，知识内容得到拓展。学生在科学的
学习中反映出他们迫切想学的心态，这主要是基于教材新颖
的优势、教师教学方法改革的优势，更基于学生学习观念转
变的优势。

1.知识内容的拓展需要更多的教学时间，有许多内容在课堂
上不能让学生充分讨论，影响知识的拓展，对于知识的进一
步掌握和应用只能有待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但本学科
处于一个较被忽视的地位，所以有些课题的探究学生不能深
入进行，只能停留在一个较肤浅的水平。



2.在长期的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下，教师和学生的角色没有
充分的转换，学生的主动探究还不够，他们主动学习显得还
不够。

科学的教学不仅要给学生“鱼”，更重要的是要授之
以“渔”，才能使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体验成功的快乐，要
创造条件满足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培养学生科学的基础
性学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小班科学照镜子教学反思篇三

日前参加区科学学科组活动，观摩了大班科学《蜗牛》这一
活动。活动积极为幼儿创设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
以观察、探究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发挥了幼儿的主体作用，
让孩子们能够在自主的空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到课堂中来，
经历一次“小小科学家”的探究活动。在活动中，孩子们认
真地观察、探究、交流，获得并丰富了有关蜗牛的相关知识
经验，整个活动也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活动的一开始，教师便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在哪些地
方能找到蜗牛？”、“蜗牛生活在哪里？”以此唤起幼儿的
已有经验，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和热情。然后用“你们还想
知道蜗牛的一些什么？”这个问题导入学习，从而让幼儿产
生了动手实验探究的欲望。

科学活动要以幼儿的主动探究为核心。本活动中，教师在教
学中力求体现这样的`理念。在探究蜗牛秘密的活动中，教师
给了孩子们充分的探究自主性。从时间上来说，保证了幼儿
探索的时间，把课堂交给了孩子，使探究的理念较好地落实
在了课堂上。从幼儿的反映来看，他们对蜗牛的认识各有自
己独到的见解，每个孩子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的都各不相
同，他们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并在同伴互学中拓展了经
验。



在幼儿探究过后，教师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和视频，展示了
蜗牛的身体构造、爬行、饮食及繁殖的影像，以此助推幼儿
的探究热情。使孩子们对蜗牛的身体各部分的构造、蜗牛到
底是怎样生活和运动的等各方面，有了一个直观感性和全面
的认识。这也让孩子们对蜗牛的了解不只是局限于在课堂上
观察到的，并让他们对蜗牛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讨论的
气氛热烈，探究热情也在延续着。

纵观本节课，有以下几点成功之处：

1、课前让幼儿亲自寻找、收集蜗牛，感受其乐趣，充分调动
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2、把经历学习的过程还给幼儿，让他们在个体和集体的探究、
交流等过程中，主动观察与发现，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合作
学习和探究学习。

3、教师真正成为幼儿学习的支持者、合作者、参与者。活动
中，教师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设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始终把
幼儿推在前面，鼓励幼儿进行自主的观察、交流和分享，从
而获取了相关经验。

值得商讨的地方：1、课堂环节的预设如何与课堂中的生成进
行有效的整合。2、教师在幼儿活动过程中的指导如何高效、
合理。

这些问题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深入探讨。

小班科学照镜子教学反思篇四

细节一：孩子们，我们都有一双眼睛，那谁来告诉我，我们
的眼睛能干什么？（能看见很多东西，能看见爸爸妈妈；能
看见漂亮的花；能看动画片）。如果在晚上、在黑暗的地方，
我们还能看见东西吗？（能看见烟花）如果是全黑的地方呢？



（能看到外面有灯的房子，很漂亮的）那如果都没有灯还能
看到吗？（能看到汽车在灯在亮）那如果什么灯都没有，全
部是黑色的，你能看到东西吗？（能看见星星和月亮）

细节二：有种动物的眼睛在越黑的'情况下，就越能看见东西，
你们知道它是谁吗？（人）我说的是动物哦，谁再来猜一猜
（小猫）对了，那谁来说说为什么小猫的眼睛在黑暗的地方
能看得很清楚呢？（因为小猫要捉老鼠）那老鼠都是什么时
候出来偷东西吃的（晚上）那谁再来完整的说一说为什么小
猫的眼睛地黑暗的地方能看得清楚呢？（因为它晚上要出来
去捉老鼠）。那像猫这样的小动物还有谁呢？（猫头鹰）对
呀，猫头鹰也要在晚上出来捕食物吃。

在细节一中我们在“如果在晚上、在黑暗的地方我们还看见
东西吗？”这个问题上停留了很长一顿时间，其实我想请幼
儿说出到了晚上黑暗的地方我们都看不见东西，这时再提出
小猫的厉害。但是发现我们班的孩子由于在灯光的影响下，
一直都说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即使我强调，在没有灯的
情况下还能不能看见，他们还是能说出能看到星星和月亮。
如果我换种问法“在晚上、黑暗的地方我们还能不能看见很
小很小的东西”，或许这样孩子们的回答就不会这样了。

本次科学活动《动物的眼睛》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动物眼睛的
有趣和奇特，并初步感知动物眼睛的特点与其生存能力之间
有关系。本次活动我们从孩子们最熟悉的小猫开始，慢慢过
渡蜻蜓、老鹰等其他的动物，并让幼儿知道动物的眼睛和我
们的不一样，有长很多眼睛的动物、有看得很远的小动物、
还有转方向的小动物等等。

小班科学照镜子教学反思篇五

在这个活动中，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操作来发现问题、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这个
活动主要在操作中完成，从线条的顶端开始，一颗挨着一颗，



并且在线条上，给种子进行排队。我把线条分别用三角形、
花、正方形不能的记号来表示，以防止幼儿视觉错乱找不到
线条。在活动中操作，大多数幼儿能够按照要求进行排队操
作。通过这个活动帮助幼儿感知物体的数量、形状、空间位
置等一些粗浅的知识，发展了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

活动中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发现，当我问起幼
儿：每一对的长短都一样长吗？

幼儿马上积极的回答：不一样长。

我又问：为什么都是10颗，队伍却不一样长呢？

有幼儿回答：因为蚕豆扁扁的要大，所以它们的队伍就排得
最长。

小豪说：黄豆圆圆的小，所以它们排得短了。

安琪接着说：红豆最小，所以排得最短了。看来，孩子们通
过自己操作，更直观的发现了三种种子的不同。

这次活动由于考虑不周全，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材料的准备。
我给每组孩子共同准备了一份操作材料，但孩子们不能很好
的进行合作，再加上由于黄豆等种子容易到处乱滚，很多孩
子排了半天也没排好，花费了不少时间，就连集体讨论时还
在锲而不舍地排着，影响了活动的效果。事后我想到，可以
用kt板，上面压上几道凹槽来让孩子们在上面给种子排队，
这样种子就不会到处乱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