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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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篇一

任一瞬间，地球各地所初的昼夜状态可以用太阳高度来表达.
太阳高度是太阳高度角的简称，表示太阳光线对当地地平面
的倾角.在昼半球上的各地，太阳高度总是大于0度，即太阳
在地平线之上;在晨昏线上的各地，太阳告诉等于2度，即太
阳刚好位于地平线上;在夜半球上的各地，太阳高度总是小
于0度，即太阳位于地平线之下.由于地球不停地运动，昼夜
也就不断地交替.昼夜交替的周期，或太阳高度的日变化周期
为24小时，叫做一太阳日.太阳日制约着人类的起居作息，因
而被用来作为基本的时间单位.此外，太阳日时间不长，使整
个地球表面增热和冷却不致过分剧烈，从而保证了地球上生
命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地球的自转地球不同位置同一时刻的昼夜情况是不一样
的,有的是正午,有的是子夜,有的正经历昼夜交替的早晨或傍
晚.当某地太阳升起到一天中最高位置时,太阳只射在该地所
处的经线上,这时就是当地的正午.这样确定的时间叫做地方
时.经度每相差15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

由于地轴是倾斜的,所以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昼夜长短是不同的。
在地球的南北两极地区，太阳终年斜射，昼夜长短变化最大。
南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还会出现太阳终日不落或终日不出的
现象，即一天24小时都是白天或者都是黑夜，这就是极地地
区的“极昼”和“极夜”现象。在南北极点，有长达半年的
极昼和极夜。



对于昼夜交替现象的发现,取决于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球饶着
太阳公转,同时也在自转,这就是一个对昼夜交替现象的合理
解释.提出日心说后3,一名名叫傅科的科学家发现了摆的运动
规律,给日心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时差的影响

我们在乘坐飞机到国外旅行时，由于时差的变化，会引起人
体内生物钟混乱，使人感到眩晕。医学上叫着“时差综合
症”，严重的病人可能出现头痛，耳鸣，心悸，恶心，腹痛，
腹泻，以及判断力和注意力下降等。回顾性研究显示:青春期
发病的几率最高，这种昼夜节律相关青少年睡眠障碍使患者
社会适应力变得困难，阻碍了自己的能力发挥那么在乘作飞
机出国旅行时，如何减轻这种时差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呢?下面
几种方法可以一用:

1、在飞机上应当大量喝水，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以避免体
内脱水，脱水会加剧时差的影响。

2、宜穿宽松的衣服，以便体内的血液流动。

3、飞行过程中尽量在机舱内多走动，舒展筋骨。

24时区怎样计算时间

在课本上有个时区表，做时区题的时候，先对着这个表来逐
个数，慢慢地摸索出规律

譬如北京(120'东8区)是6日8点，求纽约(75'西5区)是什么时
间。

对照表逐个格子数(北京所在那一格不计)，向东数就加，
共11格，那么8+11=19，而在数的过程因为向东跨过了界线所
以要减去一天(向西跨个日界线则相反)，所以纽约是5日19点。



(大于24的要减去24再加上一天)

另外注意:1有个时区叫中时区2东十二区与西十二区是属于同
一区的)

时差症对你的可能影响时间得计算方法:

如果您向东飞，飞行时差反应可能会更重上些，因此您的身
体对时间缩短较时间延长的适应能力要差。

您可以应用下面的公式粗略计算您的飞行时差反应可能会影
响您几天时间。?向西方向飞后跨越的时区数目除以2。

?向东方向飞后跨越的时区数目除以1.5。

例如，飞机从中国上海向东飞到美国东部，共跨越11个时
区:13除以1.5=大约持续9天的飞行时差反应。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篇二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已经成为时下比
较风靡的热门课题；是当前深化课堂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
有效教学要关注的是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让学生在学习
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学会“如何学习”，学习的不仅
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结合小学科学学科和小学生的
特点以及有效性教学的特点，来谈谈《昼夜交替》一课在科
学课堂中追求有效、高效教学的几点做法。

昼夜交替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现象。但是成因很多同学不
定知晓。本课的教学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够运用示意图对昼夜
现象的形成进行解释。围绕这个目标设计了三个有层次的活
动：一是学生自由发表有关昼夜交替现象的假说；二是做有
关昼夜现象的模拟实现；三是根据模拟现象提出有根据的多
种可能的解释并对这些解释进行分析。



1、选择有结构的实验材料。

有结构的实验材料就是指能揭示科学概念的材料。如将小地
球仪、去掉灯头的手电筒作为有结构的实验材料提供给学生，
目的是要避免学生从零乱的材料中片面认识事物特征，而让
学生较全面地从本质上认识事物，获取科学的知识与方法，
给学生较大的思考空间。

2、采用有意义的典型材料。

通过典型材料引发典型经历，典型经历引发科学思维，科学
思维引发科学认识，科学认识的提高就是科学课堂效率的提
高。如在演示实验中将大的地球仪和没有灯罩的台灯组合进
行模拟实验观察，并选取相关的多媒体资料，让学生观察这
一动态活动过程，使学生的认识水平得到了发展。

教学中围绕昼夜现象的'形成跟太阳的照射，地球是球体，球
体不断自转，三个因素有关的事实展开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探
究活动。课堂上为了提高学习有效性，我为学生营造了一种
和谐宽松的气氛不断的激励学生敢于想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
感受，并始终注意用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为探究的动力点，充
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用学生提出的问题作为有效教学的动
力。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篇三

走跑交替是小学体育（水平一）教学内容。这样的课型相对
来说比较枯燥无味，要是教师不认真钻研教材，很难调动学
生学习的兴趣。为使本课充满活力，让课堂学习氛围活跃起
来。课前我采用情景教学法，通过红军长征故事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不怕困难。听了之后学生受
到了鼓舞学习兴趣很高，充满了自信心。

为了进一步使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完成本课教学目标。课中



我采用不同的行走姿势来培养学生行走能力。学生走起来很
认真生怕走错，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受学生喜欢。课程
过半我发现有的学生开始注意力不集中，不按要求去走，我
及时做以调整。通过走跑各种图形吸引学生注意力，这一调
整果然奏效，课堂又恢复了生机。学生们有开始兴高采烈的
去练习了。本课不足之处个别学生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有时
候不能按要求去完成本课任务。其次不足分组练习时纪律不
是太好。

今后教学我一定在组织纪律方面上下功夫，把课堂教学上的
有声有色。让每位学生都享受在锻炼身体的乐趣中去。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篇四

结合小学科学学科和小学生的特点以及有效性教学的特点，
下面我对《昼夜交替现象》这一课的教学过程反思如下。

昼夜交替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现象。但是成因很多同学不
定知晓。本课的教学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够运用示意图对昼夜
现象的形成进行解释。围绕这个目标设计了三个有层次的活
动：一是学生自由发表有关昼夜交替现象的假说；二是做有
关昼夜现象的模拟实现；三是根据模拟现象提出有根据的多
种可能的解释并对这些解释进行分析。

有结构的实验材料就是指能揭示科学概念的材料。如将乒乓
球、手电筒作为有结构的实验材料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要避
免学生从零乱的材料中片面认识事物特征，而让学生较全面
地从本质上认识事物，获取科学的知识与方法，给学生较大
的思考空间。

教学中围绕昼夜现象的形成跟太阳的照射，地球是球体，球
体不断自转，三个因素有关的事实展开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探
究活动。课堂上为了提高学习有效性，我为学生营造了一种
和谐宽松的气氛不断的激励学生敢于想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



感受，并始终注意用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为探究的'动力点，充
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用学生提出的问题作为有效教学的动
力。

在本课的教学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学生的探究思
维范围估计不足，对昼夜交替的演示讲解不够透彻，对于学
生有亮点的回答和想法，及时的评价还略显不足等。在今后
的教学工作中，我还需要更全面、细致的考虑，对学生、对
教材要更深入的了解，运用更多的方式使课堂教学更有实效！

昼夜交替教学反思博客视频篇五

《昼夜交替现象》是小学科学课五下第四单元的第一课，是
整个单元的基础。五年级的学生，通过电视或书籍，大多数
都已经知道地球在自转并且围绕太阳公转这一科学事实。但
这节课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形成昼夜交替的原因，它的主
要目标就是让学生追寻科学家们探索的'足迹，发挥最大的想
象力，提出地球产生昼夜现象的多种假说，并通过模拟实验
去验证这些猜想，从而体验人类对地球运动的探究过程。

为了让学生能打开思路，寻找到产生昼夜交替现象的多种可
能，新课的导入，让学生说一说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促进思
考昼夜交替可能是与地球和太阳有关。让学生发挥最大的想
象力提出多种假说是本课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让
学生暂时抛弃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把自己当成当年科学家，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当你看到了昼夜交替现象，你有
什么想法？”从而猜想产生昼夜交替现象的可能原因，并针
对这些猜想设计模拟实验，实验的材料、过程和方法由学生
自己讨论得出。在模拟实验中，学生发现前面的猜想，并不
都是象他们自己想的那样是错误的，他们发现还有很多情况
可以产生昼夜交替现象，学生们共提出了五种假说。这时我
引导学生在课后去看看科学家们是怎样研究得出结论的？让
他们不断对这些猜想进行修正，并激发他们进一步去探究对
人类认识地球过程的兴趣，去体会科学探究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