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 人体的营养教学反思
(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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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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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篇一

5月7日，县教研室进行下乡听课指导教学活动。并与那里的
学生一起复习了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奇妙的人体》中的部
分内容，备课过程中认知的偏差，在复习中虽有精彩瞬间，
但不足之处还需在今后教学中，尤其是复习的过程中加以改
进。

1、要注重情感交流

因为是在外校上课，我对学生的认知程度、学习特点、学习
环境等并不太熟悉，所以在这一堂课中师生的情感沟通似乎
要超出了复习的内容，以便于更好地将各个教学环节顺利进
行。在课堂引入环节引用：你曾经见过我吗？猜猜我是教什
么课的？通过听你们的数学课，感觉你们确实很聪明，谁能
大胆的站起来说自己是班里最聪明的.等几个问题，引导学生
从陌生变得慢慢熟悉。在复习过程中，虽也有偶尔的相互沟
通，但教师对学生的鼓励性评价确实不多，导致个别学生开
小差，思维跟不上。

2、要体现综合连贯性

这节课主要复习了“人体的组成、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三
部分内容，大致复习流程是：

（1）引领学生建立人体的层次构成知识框架；



（2）将各个系统组成的器官及其作用进行相应的回顾，形成
脉络；

（3）学生查找不足，借助课本进行自主复习。

（4）复习反馈，进行相应练习。

在复习过程中，不同的题型虽尽量体现了内容的完整性，但
在细节处理中还需更加完善如：回忆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
各部分器官组成，如果借助相应插图或模型，可以更加生动
形象的增进学生的记忆水准。再如：关于显微镜的使用方法，
具体各个环节的调试操作需要细致入微的加强指导。此外，
科学课中实验不可少，在这节课中“肺模型的制作方法”未
能体现，略显不足。

3、要加强阅读理解

科学课中实验探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复习阶段“阅
读”也很重要，可以再次阅读课本中的不同知识，查漏补缺；
也可以适当拓展科学资料，延展知识内涵，深化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或者学生自身阅读不同的有关科学的刊物，开拓视
野，强化自身科学素养。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篇二

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是营养素吧，我们人体如果缺少了
营养素，不但容易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还可能威胁
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建议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在日常的生
活中一定要补充营养素，一旦出现了营养素缺乏的情况要及
时去调理，下文我们介绍一下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有哪些。

碳水化合物（糖类）、油脂、蛋白质、维生素、水和无机盐
（矿物质）是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素，前三者在体内新陈代
谢后产生能量，故又称产能营养素。



(1)糖类(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的热量来源，参与许多生命活动，
是细胞膜及不少组织的组成部分;维持正常的神经功能;促进
脂肪、蛋白质在体内的代谢作用。

(2)油脂

油脂是油和脂肪的统称。脂肪是组成人体组织细胞的一个重
要组成成分，它被人体吸收后供给热量，是同等量蛋白质或
碳水化合物供能量的2倍;脂肪还是人体内能量供应的重要的
贮备形式。油脂还有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维持人体正常
的生理功能;体表脂肪可隔热保温，减少体热散失，支持、保
护体内各种脏器，以及关节等不受损伤。

(3)蛋白质

(4)维生素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必需的一类化合物，它们
不提供能量，也不是机体的构造成分，但膳食中绝对不可缺
少，如某种维生素长期缺乏或不足，即可引起代谢紊乱，以
及出现病理状态而形成维生素缺乏症。

(5)水是人类和动物(包括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水
可以转运生命必需的各种物质及排除体内不需要的代谢产物;
促进体内的一切化学反;通过不知觉的水分蒸发及汗液分泌散
发大量的热量来调节体温;关节滑液、呼吸道及胃肠道粘液均
有良好的润滑作用，泪液可防止眼睛干燥，唾液有利于咽部
湿润及吞咽食物。

(6)无机盐即无机化合物中的盐类，旧称矿物质，在生物细胞
内一般只占鲜重的1~1.5%，在人体中已经发现20余种，其中
常量元素有钙ca、磷p、钾k、硫s、钠na、氯cl、镁mg(也称大量元
素)，微量元素有铁fe、锌zn、硒se、钼mo、氟f、铬cr、钴co、碘i
等。虽然无机盐在细胞、人体中的含量很低，但是作用非常



大，如果注意饮食多样化，少吃动物脂肪，多吃糙米、玉米
等粗粮，不要过多食用精制面粉，就能使体内的无机盐维持
正常应有的水平。

在上面的文章里面我们介绍了营养素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我们建议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营养素的知识，
上文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人体所需的营养素有哪些。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篇三

配制合理的饮食就是要选择多样化的食物，使所含营养素齐
全，比例适当，以满足人体需要。

1．粗粮、细粮要搭配：粗细粮合理搭配混合食用可提高食物
的风味，有助于各种营养成分的互补，还能提高食品的营养
价值和利用程度。

2．副食品种类要多样，荤素搭配：肉类、鱼、奶、蛋等食品
富含优质蛋白质，各种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无
机盐。两者搭配能烹调制成品种繁多，味美口香的菜肴，不
仅富于营养，又能增强食欲，有利于消化吸收。

3．主副食搭配：主食是指含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食作物食品。
主食可以提供主要的热能及蛋白质，副食可以补充优质蛋白
质、无机盐和维生素等。

4．干稀饮食搭配：主食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干稀搭配，这样，
一能增加饱感，二能有助于消化吸收。

5．要适应季节变化：夏季食物应清淡爽口，适当增加盐分和
酸味食品，以提高食欲，补充因出汗而导致的盐分丢失。冬
季饭菜可适当增加油脂含量，以增加热能。

6.一日三餐热量分配应为：早餐占30%，午餐占40%，晚餐



占30%，以保证一天的热平衡。

以上就是如何保证人体营养均衡的具体方法，如果是您能够
按照上述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饮食的话，相信一定可以保证
人体营养的均衡性，当然，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仅仅保
证营养均衡是不够的，还需要您在平时的时候多锻炼身体，
希望您可以明白。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篇四

我讲的《人体司令部》是粤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最后一
刻的知识内容。它的作用就像它所在的位置一样，起着在大
脑和感觉器官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我们的大脑要想实现对
人体各种活动的控制，我们的各种感觉要想传递到大脑里，
就靠着我们遍布全身的神经。

这一部分知识比较抽象。神经更是看不见，摸不着，学生对
神经知道的很少，很模糊，没有科学的认识。就连我们成人
提起神经，了解的也并不多。而我们这节课对神经的认识和
学习，不能用仪器看，只能凭感觉来认识。

这节课讲的太深怕学生听不懂，所以我想把这节课设计得浅
显一些，更接近学生的生活，拉近学生与神经这一课的距离，
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节课。教学《人
体司令部》这节课，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提高和学习的机会，
请大家多给我提一些宝贵的意见。

本节课的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知道人体神经分布情
况，能够通过模拟活动，认识到神经是怎样传递信息的。在
自主探究活动中认识到神经的敏感性和反应速度的差异，并
意识到神经系统在人体中的重要性。

教学重难点是:知道在人体神经系统的`组成及如何协调工作
的。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我采用游戏导入，从而引出我们要学的
《人体司令部》。这样导入，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
培养学生从生活中留心观察，发现问题的能力。

接下来，我用课件出示了人体的神经分布图，让学生从感性
上认识、了解了人体的神经分布情况。在突破本课的重点和
难点时，我采用让学生到前面来模拟“丢沙包”活动中的神
经传导过程，这样可以更容易地理解神经传导的过程，又加
深了学生的印象。让学生经历知识从抽象到形象的过程。在
教学这部分时，学生在模拟传递时，有些不太顺畅，应该在
表演前，让每个学生先说说该怎么模拟，明确一下每个人的
作用，这样学生模拟时会更流畅一些。

在接下来的自主探究活动中，我又通过设计“用两支铅笔触
碰身体不同部位，用橡皮砸手背和脚背和打手游戏”三个活
动，让学生从活动中自己去发现，体会神经的相关特性，用
活动来带动学生的思维，去认识、探究和发现，去感受我们
看不见的神经。这样有些知识不用让学生去背，因为是他自
己亲身发现和感受到的，他自然就记住了。这样设计很简单，
既培养了孩子的思维能力，又培养了孩子的自主探究的能力。

最后，我让学生说出“从听到老师提问谈收获，到大脑思考，
再到用嘴说出来的神经反射路线”这一环节来作为本节课的
总结，目的是通过说这一反射路线，把本节课所学知识既应
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又得到了巩固。

当然，在教学中，有些活动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拓展开，有些
做得还不够细，希望通过以后的课堂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设
计。

人体免疫力教学反思篇五

复习课是巩固知识的一种重要课型。本节课是在学完第二章
人体的营养这一章后，上的一节章节复习课。由于学生刚刚



学完本节内容，记忆犹新。于是趁热打铁，使用复习学案，
归纳知识网络体系，帮助学生梳理，形成知识框架。并且有
针对性的选用典型例题和变式训练，使学生很好的运用知识，
体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

当然作为新教师，回顾45分钟的自己的表现，发现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一是激情。我一直认为，一堂没有激情的课永远不会是一堂
好课，所以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我总是尽量使自己以饱满的热
情走进课堂，面对学生。在今天的课堂上，自己很想把学生
的情绪充分地调动起来，使这节课的教学任务能在愉快的氛
围中不知不觉完成。开始通过快速抢答环节，学生的情绪调
动的`还算可以（要比试讲时好很多），后面整堂课学生的情
绪都很高涨，效果比较不错。因此，上课一定要有激情，要
注意引起学生的学习欲望，只有教师有激情，学生学得才能
高涨，这样的课堂，正是我们想要的课堂。

二是生成。由于准备时间不足，本节课的课件制作和教学设
计都显得很仓促，准备不够，上课时课堂显得有点机械和呆
板。按理说，这节课的课前设想还是比较新颖的，但新颖的
设想因为缺乏生成而缺少了让人继续品味的味道。

三是引导。一堂好课犹似一出好戏，学生是演员，教师就是
导演，教师“导”得好坏与否直接决定了课堂教学的成败。
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感受：试讲时，整个一节课都
是老师在讲，学生只是被动的回答问题，这就不知不觉的对
学生进行了“满堂灌”，尽管老师讲的很明白，也自认为完
成了本节的教学任务，但实际上学生掌握了多少，学生学会
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让学生分两大组设计问题，互
相提问，效果就会更好了。这个活动的设计重在引导学生温
习旧知识，提高解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设计问题的时
候，学生的表现让我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因为他们表现得很
主动、很活跃；但在互相提问环节，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勇气



站起来，这又让我突然感到“寒意阵阵”。课后再思，出现
冷场的原因皆因自己对学生引导差强人意。

四欠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其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检查、
甄别和选拔，而是如何通过评价来促使学生改进和完善自我，
促进其发展。一节课下来，我自认为能对学生有合理的评价，
但是我发现自己对学生的评价比较单一，言语苍白，未必能
起到对学生的激励作用。

当然，这节课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呵呵，这个就不
说了。只是课虽已上好，按理说思想包袱也应放下，但回味
回味，心里还是满汗颜的。以后继续努力吧！！！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