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篇一

只教学不反思和科研的教师，其教学是肤浅的；只反思和科
研不教学的教师，其反思和科研是空洞的。

《地球上的水》一课的教学已经结束，下面我主要从科学课
中体验活动的创设与实施方面谈谈个人的想法。

随着课改的深入，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科学课的学习中学生体
验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在每次的教学设计中都力图创设最
能打动学生的体验活动。

上。课下，学生们高兴的端着杯子去浇花盆里的花去了。看
来这节课的教育目的达到了，学生有了较强的节水意识。

从体验活动的设计过程中，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设计体验
活动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想：

1、让学生现实生活情境中亲身体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求知欲，让他们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增长科学
探究能力。

2、要利用儿童常见而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的活动引导体验，
帮助学生更细致地关心生活。

3、注重启发引导，在教学中渗透学习方法及环保知识



在收获的同时，也有失败，我在教学之后深深体会到自己的
不足。

2、在导入设计时，不但要让学生感兴趣，重要的是教师的设
计要能真正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主动去探究，学习，
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3、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理解和挖掘，吃透教材，以便更好地教
学。

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篇二

现在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其带来的后果也日益明显，保护
环境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保护环境首先是要培养意识，每个
人都是由学生过来的，所以能够在学生时代让大家形成根深
蒂固的环保意识是最理想的途径。在学校教育中，我们的地
理课是最理想的环保教材。比如：在“地球上的水”这一单
元，从自然界的水循环到大规模的海水运动再到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整个过程都渗透了“爱护水”的意念。

在第一节的“自然界的水循环”中，从各种水体的构成，水
的循环中可以知道：水的污染不是局部的事情，水资源在某
个时间、某个空间是有限的，而不是源源不尽的。而黄河断
流的案例更是说明了人类不仅直接影响了水资源，而通过其
途径的影响也能影响水资源；例如：人类对大气的破坏导致
了气候的异常，气候的异常又影响了降水，从而影响了水的
分布。

在第二节的“大规模的海水运动”中，海水的运动对我们的
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污染：现在海上污染尤其是
石油污染越来越严重，海上污染一旦产生，污染就会随着水
流扩散，造成污染范围的扩大，从而造成大范围的危害。例：
阿拉斯加海域的石油污染，导致了，原因就是油污随着扩散，
使沿途海洋生物，和以海洋生物为生的鸟类及其它动物都遭



到严重的损害，其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计，也不可弥补的。
再比如，教材中设置的活动“厄尔尼诺”与“拉尼娜”都是
人类破坏环境的结果。

在第三节的“合理利用水资源”中设置的几个案例也都是非
常好的环保素材，尤其是咸海的缩小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应该
引以为诫的。我们国家的大部分湖泊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同
种命运，而咸海的后果也就是它们未来的后果。而以色列的
案例，则是告诉了我们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良性循环的结果。

在三节的教学中，我们其实不需要专门用大道理大谈特谈。
只要在教学过程中，在讲到相关的内容时带出即可，这样既
不影响正常教学，也渗透了环保意识。不过，环保教育应是
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这需要我们的长期坚持与用心施
教。

不要低估学生 给学生自由

因为近年来学生生源越来越差，对学生的期望值也越来越低，
因此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出现大包大揽的情况，因为总担心学
生听不懂，不会想，所以每个问题都是自己在讲，而且讲得
非常透彻，然后放心了：这下学生都懂了。但事实上，课后
一问，大部分同学是似懂非懂。这样一来，自己都觉得沮，
后来，听了一个数学老师的课后，我也试着去“放松”自己。
结果却比平时“不辞辛苦”的效果好得多。

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篇三

随着课改的深入，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科学课的学习中学生体
验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在每次的教学设计中都力图创设最
能打动学生的体验活动。

这节课中我设计了两个体验活动：



第一个是在认识淡水资源的匮乏这个环节，让学生用杯子装
一杯水代表地球上的水，再用汤匙舀一汤匙的水代表淡水的
总量，用筷子蘸一滴水放在手心中代表容易开发利用的淡水
总量。这样的活动深深地打动了学生，平时到处可见的淡水，
怎么就这一点呢？这一点水放在手心中“一会儿就不见了”。
（学生的话）

第二个体验活动是在课堂上“用饮料瓶接20秒水流”的实验。
这个实验来源于“人们洗手往往开着水龙头，大家并没有意
识到这是一种浪费”。可是在课堂中的这个体验活动深深地
打动了学生，短短20秒竟流走了大半瓶的水，约600毫升！学
生震惊了，当老师连续的追问：一次洗手浪费这些，一天呢？
一家呢？一个学校？……这样联想式的思考，把学生的思维
深化，让学生的体验更深入，学生的心确实被打动了，他们
强烈地意识到浪费水是可怕的，这种浪费水的现象是普遍存
在的，可是又不被大家注意的。于是学生自发地产生了制止
浪费的想法，从而达到了教育的效果。

课后学生帮教师整理器材的时候，学生问：“老师，杯子里
的水怎么办？”当时我随口说了句：“倒掉吧。”“哪不是
浪费水了吗？”多好的学生呀，学到的知识立马就能用
上。“去浇花吧。”学生们高兴的端着杯子去浇花坛里的花
去了。看来这节课的教育目的达到了，学生有了比较强的节
水意识。

从体验活动的设计过程中，我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设计体验
活动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想：

1、亲历式体验必须在学生现实生活情境中完成，不能由教师
虚设。

2、要抓住儿童常见却被忽视的活动引导体验，帮助学生更细
致地关注生活，()这样学生的体验会更深刻。



3、体验活动中教师引导作用尤为重要，要起到点睛之用。

4、联想式体验要适时适度，要建立在充分的感性体验基础之
上。

反思整个教学过程，学生了解了水的分布，认识了淡水资源
的珍贵，知道了为什么要节约用水，在日常生活中怎样节约
用水。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向社会宣传爱水、护水的重要
性。

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篇四

在上这节课以前，我自己先根据上下册教材、网上的资料，
对于星座的数量、名字、形状、在天空中的位置、方向、甚
至有些关于星座的传说的知识进行了梳理，通过对这些知识
的整理，使我也受益匪浅，真正的体会了教学相长的含义。

这节课的教学准备中我设计了有关春季星空的视频，因此，
我带领孩子在多媒体教室完成了本课。通过这节课的教学，
我发现，学生对星座的前概念水平起点较低。主要表现在学
生对星星比较陌生，如大熊座等比较有名的星座，只有极少
数的学生知晓;对北斗七星比较陌生，大多数学生处于科普书
中看过的介绍为主。几乎没有学生实地有目的的观察过星空。
对星空的印象肤浅，难以沟起学生对满天繁星的美好回忆。
因此在课的引入部分，尽管我设计了利用美丽的星空图片导
入，但效果总觉得欠佳。经调查，我认为这与现在的学生很
难有机会与美丽的'星空接触有关。现在的孩子已经很少有机
会在盛夏之夜露天野外纳凉的时间，很少有在漆黑的夜空中
走夜路的体验，再加上现在的大气污染特别严重，在晴朗的
夜晚，也很少而且也很难欣赏到漆黑的夜空上闪烁着繁星的
景象。



地球上的水教案反思篇五

教师用谈话的方式，从看课件这个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谈起，
逐渐引到“地球上的水”这节课的研究内容上来。这样的导
入设计不仅起到激发学生兴趣，明确学习目标的作用，还使
导课过程和谐紧凑衔接自然，把学生不知不觉地带入要研究
的问题中来。学生对地球上水的分布的认识，是教师引导学
生课下查阅资料和调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一步步建构起来的，
而不是直接灌输给学生。从体验活动的设计过程中，我悟出
了这样的道理：设计体验活动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想：

1、让学生现实生活情境中亲身体验，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求知欲，让他们亲身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增长科学
探究能力。

2、要利用儿童常见而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的活动引导体验，
帮助学生更细致地关心生活。

3、注重启发引导，在教学中渗透学习方法及环保知识

在收获的同时，也有失败，我在教学之后深深体会到自己的`
不足。

2、在导入设计时，不但要让学生感兴趣，重要的是教师的设
计要能真正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主动去探究，学习，
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3、教师应对教材深入理解和挖掘，吃透教材，以便更好地教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