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 唱起来跳起
来教学反思(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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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一

亮点一：理解"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句时对比古今长安，有
利于学生的理解。

亮点二："亡，百姓苦"可以理解，但是"兴，百姓苦"怎样理
解呢?这个问题好，很有必要，也很有启发性。

亮点三：在复习《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赤壁》《水
调歌头》《过零丁洋》时又一次理解意思，再次进行默写巩
固。

亮点四：师：作品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生：忧国忧民。
作者更看重(关注)的是谁?生：百姓。后一问很好，直指作品
主旨，简练有力。

遗憾一：字的读音值得注意，华山的华(应读去声)，兴亡的兴
(应读平声)。

遗憾二：师：峰峦象征历史的`繁盛，波涛象征人民的愤
怒(?)，能体会到吗?生：能。学生怎么能体会到呢?勉强能理
解就不错了。这属于不当(无效)的提问。

遗憾三：默写复习四首诗词的时候，应注意宫阙、低绮户、
汗青、铁未销、凄凉、寥落、玉宇等字的音和形，注意过的



笔顺和字形。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二

情景的导入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科学
课本也是励志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在讲《把盐藏起来》
一课中，引用课本中的故事加以丰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本
课是以一个故事“小红军巧带盐”而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
说：一年冬天，敌人把红军封锁在山上，红军缺少食盐。小
红军化装成农民下山去买盐。买盐返回时，敌人搜查很严。
怎么办？小红军急中生智，到农民家里把盐倒在锅里，然后
通过封锁线时，敌人没搜查出什么东西，就放他过去了。小
红军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个故事本身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猜想并深入拓展的教学内
涵。

首先，小红军急中生智，到农民家里把盐倒在锅里，然后怎
么办？要让学生充分猜想：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在锅里加很
多水把盐藏在水中，这就是溶解；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在锅
里加适量的水，使盐最大限度的藏在水中，这就是饱和溶液，
因为只有制成饱和溶液，才能在水中藏最多的盐。

其次，通过封锁线时，敌人没搜查出什么东西，就放他过去
了，小红军是怎样把盐带上山顺利完成了任务的？也要让学
生充分猜想：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把棉衣浸在锅里的盐水中。
让盐水完全渗透到棉衣里，然后把棉衣穿在外面通过敌人封
锁线；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把棉衣穿在里面通过敌人封锁线。

猜想之后，再让学生充分讨论交流，帮小红军选择藏盐的正
确方法。

教师引导学生对溶解概念的充分猜想：像盐这样“消失”到
水里的现象就是溶解。“消失”到哪儿去了呢？有的可能猜



想说：盐在水中肉眼的确看不见而消失了；有的可能猜想说：
盐在水中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均一的、稳定的液
体，盐仍然藏在液体中。猜想之后也要让学生充分讨论交流，
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也为下一课“水落盐出”做好铺垫。

通过故事的引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的高，在以后的教学
中还是更应该注重课堂的引入。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三

情景的导入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科学
课本也是励志培养学习科学的兴趣。在讲《把盐藏起来》一
课中，引用课本中的故事加以丰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本课
是以一个故事“小巧带盐”而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说：一
年冬天，把红军封锁在山上，红军缺少食盐。小红军化装成
农民下山去买盐。买盐返回时，敌人搜查很严。怎么办？小
红军急中生智，到农民家里把盐倒在锅里，然后通过时，敌
人没搜查出什么东西，就放他过去了。小红军顺利完成了任
务。

这个故事本身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并深入拓展的教学内涵。

首先，小红军急中生智，到农民家里把盐倒在锅里，然后怎
么办？要让学生猜想：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在锅里加很多水
把盐藏在水中，这就是；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在锅里加适量
的水，使盐最大限度的藏在水中，这就是饱和溶液，因为只
有制成饱和溶液，才能在水中藏最多的盐。

其次，通过封锁线时，敌人没搜查出什么东西，就放他过去
了，小红军是怎样把盐带上山顺利完成了任务的？也要让学
生充分猜想：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把棉衣浸在锅里的盐水中。
让盐水完全渗透到棉衣里，然后把棉衣穿在外面通过敌人封
锁线；有的可能猜想小红军把棉衣穿在里面通过敌人封锁线。



猜想之后，再让学生充分讨论，帮小红军选择藏盐的正确方
法。

教师引导学生对溶解概念的充分猜想：像盐这样“消失”到
水里的现象就是溶解。“消失”到哪儿去了呢？有的可能猜
想说：盐在水中肉眼的确看不见而消失了；有的可能猜想说：
盐在水中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均一的、稳定的液
体，盐仍然藏在液体中。猜想之后也要让学生充分讨论交流，
从而得出正确的答案，也为下一课“水落盐出”做好铺垫。

通过故事的引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的高，在以后的教学
中还是更应该注重课堂的引入。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四

1、《把盐藏起来》一课的教学过程以学生的探究活动为主线，
使学生亲身经历“问题——假设——验证——总结——应
用”的活动过程，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的发现、思考、感悟、
交流，很好的实现了三位目标的落实。

2、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从问题的提出、到猜想与假设、实验
方案的设计与验证等环节，我都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关注
学生的思维走向，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思考。注重培养学
生“动手”之前先“动脑”，“动手”之后再“动脑”，真
正把动脑与动手有机的机会起来。从而使我们的科学教学
从“盲目”的活动中走出来，从浮躁的“形式主义”变得实
实在在起来。

4、对比实验中涉及到控制相同条件，改变单个变量，对于三
年级的学生来说，无论从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来说都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在教学中把验证“搅拌可以加快溶解”的实
验活动作为“扶”的重点，通过师生的共同讨论交流，设计
出实验方案，对学生的探究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使学生
学会了对比实验的方法。然后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验证“用



热水加快盐的溶解”和“用压碎加快盐的溶解”两个实验。
使学生的探究活动非常成功，达成了预设的教学目标。

5、在应用拓展环节采用吃糖比赛的形式，生动有趣。既活跃
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且通过活动使学生
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加快溶解方法的理解，形成了知识的迁移，
体验到了科学探究的乐趣。

6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何一节课都不可能做到完美
无缺。由于本节课的探究活动很多，每个环节的时间很紧。
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表达与交流的机会和时间不是很充分，显
得有些“以点带面”、“急于求成”。同时，在教师与学生
的互动过程中，单向交流较多（一问一答），忽视了生生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忽视培养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的习惯。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五

1、《把盐藏起来》一课的教学过程以学生的为主线，使学生
亲身经历“问题――假设――验证――总结――应用”的活
动过程，让学生在活动中充分的发现、思考、感悟、交流，
很好的实现了三位目标的落实。

2、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从问题的提出、到猜想与假设、方案
的设计与验证等环节，我都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关注学生
的思维走向，引导学生进行理性的思考。注重培养学生“动
手”之前先“”，“动手”之后再“动脑”，真正把动脑与
动手有机的机会起来。从而使我们的科学教学从“盲目”的
活动中走出来，从浮躁的“形式主义”变得实实在在起来。

4、对比实验中涉及到控制相同条件，改变单个变量，对于三
年级的学生来说，无论从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来说都有一定
的难度。因此，在教学中把验证“搅拌可以加快溶解”的实
验活动作为“扶”的重点，通过师生的共同讨论交流，设计
出实验方案，对学生的探究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使学生



学会了对比实验的方法。然后放手让学生自主设计验证“用
热水加快盐的溶解”和“用压碎加快盐的溶解”两个实验。
使学生的探究活动非常成功，达成了预设的教学目标。

5、在应用拓展环节采用吃糖比赛的形式，生动有趣。既活跃
了课堂气氛，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并且通过活动使学生
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加快溶解方法的理解，形成了知识的迁移，
体验到了科学探究的乐趣。

6 、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任何一节课都不可能做到完美
无缺。由于本节课的探究活动很多，每个环节的'时间很紧。
教学中给学生提供表达与交流的机会和时间不是很充分，显
得有些“以点带面”、“急于求成”。同时，在教师与学生
的互动过程中，单向交流较多（一问一答），忽视了生生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忽视培养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的习惯。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六

本课是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的范畴，是让学生了解和
学习拓印版画技法的课，但是它的课题是《唱起来，跳起
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本课学习需要任课老师最好能歌善舞，
我对我的歌声是没有信心的，但舞蹈还凑合，因此，我在设
计教案时，采取扬长避短的方法，没有从肢体语言和动作方
面多家强调，而是从情感态度角度激发学生表现欲望，再借
助媒体，配合自己简单的舞蹈姿势来引导学生理解。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为了今后更好的把握课堂和深入教学研究，我归总了一下几
点反思：

1.课堂导入比较新颖。采取合理的.启发、引导，激发学生表
现欲望，帮助学生酝酿情感，积蓄创作热情。

2.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创造性思维。情感交流和创造



思维的培养和开发，是新课改环境下小学美术教育最重要的
人物之一。让学生敞开心扉，用体会和美表达自己丰富的情
感，大胆交流，大胆创造最美的、独具个性的形象，画出自
己最最想表现、最能体现人民兴高采烈场面。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七

本节课是一节“造型表现”课，刻印版画与喷雾画相结合。

《唱起来跳起来》就是希望学生从生活中找到素材，以唱歌
跳舞的动作为主题进行刻画。课堂中我让学生先随音乐而跳，
体会愉悦感，激发学生学习情趣。由于少数民族的服饰及舞
蹈较为有特色，易于出效果，所以我找了一些少数民族舞蹈
图片让学生欣赏并模仿。

总结本课得失，有以下几点：

1、课堂导入比较新颖。采取合理的启发、引导，激发学生表
现欲望，帮助学生酝酿情感，积蓄创作热情，同时也培养学
生用爱心、善心帮助别人的良好品质。

2、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把
更多的时间、空间和学习的权利交还给学生，在律动环节中，
让学生演一演，做动作，表现动作的美感，老师帮助学生进
行修改与添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浓厚，表现欲、创造欲
更趋强烈，达到了预设的课堂效果。

3、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创造性思维。情感交流和创造
思维的培养和开发，是新课改环境下小学美术教育最重要的
人物之一。让学生敞开心扉，用爱和美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
大胆交流，大胆着笔，创造最美的、独具个性的形象，画出
自己最想画、最想表现、最有意义的内容。

但是，在教学中也存在一定的教学失误，前半节课的课堂很



热闹，可是到学生自己创作的时候却很难，只刻画简单外形，
并且图案很小不易刻画或者不能更好的把握舞蹈人物的细节
部分，结果作业主要以一些简单舞蹈人物外形为主。在第二
个班的.时候我通过示范用撕纸的形式表现人物的动态，在示
范时注重引导学生对于人物细节方面的处理，如人物的五官、
服饰的花纹等。通过教师示范，孩子们能够较好的完成本课
的任务。但有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没有很好地参与进来，教师
应该鼓励其学生激情创造，大胆夸张，让学生享受创造的乐
趣，快乐地投入角色，不一定要以现实世界的标准决定其合
理性。

因为时间很紧，备课时间短，对于学生作业中可能会出现的
问题考虑不周，部分学生画的内容简单、空洞，人物形象过
于简略问题没有仔细研究对策，导致课堂教学过程中没能很
好地引导学生，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致使一部分
学生的课堂作业不够完整，缺乏表现力，影响了最后环节的
呈现。如何引导孩子表现真，善，美，还需要在今后课中注
意。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八

随着课程功能的转变，评价的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新
课程倡导"立足过程，促进发展"，"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更
关注个体的进步和多方面的发展潜能"，"强调建立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重视评价的激励和改进功能"。

在本课的教学过程我及时对学生的讨论作出评价，帮助学生
认识自我，建立自信。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关注、肯定
和赞赏学生的点滴进步，让学生感受学习成长的欢乐。以此
唤起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感。进而促进学生发展。这样的说
话训练，把春天的美景放在了一个整体中去理解和感悟，学
生不仅找到了"美点"，还自主归纳了景物的.特点，特别是：
在赏美过程中，学生还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生成了美的"画
面"。在尝到甜头以后，我在教学《济南的冬天》的时候，就



进一步关注主问题的设计了。

把盐藏起来教学设计篇九

本课是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的范畴，是让学生了解和
学习拓印版画技法的课，但是它的课题是《唱起来，跳起
来》，所以我个人认为本课学习需要任课老师最好能歌善舞，
我对我的歌声是没有信心的，但舞蹈还凑合，因此，我在设
计教案时，采取扬长避短的方法，没有从肢体语言和动作方
面多家强调，而是从情感态度角度激发学生表现欲望，再借
助媒体，配合自己简单的舞蹈姿势来引导学生理解。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为了今后更好的把握课堂和深入教学研究，我归总了一下几
点反思：

1．课堂导入比较新颖。采取合理的启发、引导，激发学生表
现欲望，帮助学生酝酿情感，积蓄创作热情。

2．注重培养学生丰富的情感和创造性思维。情感交流和创造
思维的培养和开发，是新课改环境下小学美术教育最重要的
人物之一。让学生敞开心扉，用体会和美表达自己丰富的情
感，大胆交流，大胆创造最美的、独具个性的形象，画出自
己最最想表现、最能体现人民兴高采烈、手舞足蹈的场面。

但是，在教学中也存在一定的教学失误，因为时间很紧，备
课时间短，对于学生作业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考虑不周：

1.部分学生准备的喷壶太大，喷洒出来的颗粒较大，并且学
生难掌握，容易把颜色集中喷在同个地方。

2.牙刷的效果最好，但也是最容易把颜料反方向喷溅在身上，
这点我没能更好的提醒学生，导致教室比较脏乱，这是我第
一年见习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值得我在今后的教学中吸取



教训，不断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