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篇一

放大镜是六年级微小世界单元的第一课时，对于已经很熟悉
的观察工具来说，怎样引导学生进一步地认识放大镜的相关
知识，本单元安排了8课时的内容。这8个单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放大镜下的发现。

二是显微镜下的生命世界。要提高40分钟的课堂效率，合理
安排教学流程很重要。本课我安排了三个主要流程。

一是放大镜和肉眼观察比较的不同发现。

二是猜想辨别各种纸的纤维。

三是自制放大镜。各教学内容清晰，连接紧凑，便于操作。
本课目标落实到三点。

一是放大镜使用方法的指导。

二是对凸透镜的初步认识。三是激发学生探究欲望。遗憾的
是我自己未能用放大镜观察到书上显示的计算机屏幕在放大
镜下的红、绿、蓝三色小点，所以这个在课堂上仅用讲解代
替，不知可否。



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以食盐、味精、白糖为例，通过放大镜观察物质世界的
某些晶体结构特征。课前除了为每一个小组准备现成的晶体
观察材料之外（食盐味精白糖），还应制作准备些通过水分
蒸发而结晶出来的晶体，这样的晶体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
盐结晶过程较短，而白糖和味精的结晶过程较长，所以要提
早一两天准备。

在让孩子们分组观察食盐、味精、白糖、食用碱晶体时，我
一开始没有发放大镜。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先用肉眼观察，并
记录下观察到的样子。交流以后再发放大镜，利用放大镜观
察晶体，并再次记录，再进行对比。通过对晶体的.观察、记
录与分析，学生自己先尝试总结晶体的基本特点，我再小结
晶体的科学概念。

在观察过程中，学生对味精、白糖是“有规则外形”比较肯
定，但对食盐的规则外形意见不太统一。有人说是圆球形，
有人说是正方体的，有人说是块状......因为我们提供的食
盐小而潮，学生观察到的往往不是一颗食盐晶体，再因为这
些食盐加工的原因，所以形状看上去是不够规则。这里我庆
幸自己在课前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不然很难给到学生合理的
解释。另外，孩子们“好吃”的天性，尽管我课前一再强调
科学实验试剂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律不能放进嘴里，可他们一
看到这些调味品就按奈不住地往嘴里放。为了帮孩子们养成
良好的实验操作习惯，以后的课前一定要不厌其烦地提醒！
制作出晶体部分，因为需要加热，考虑到实验安全性，我改
为利用的视频来做演示。通过观察分析，认识了晶体特征后，
应结合媒体图片向学生展示更多的晶体图片。

制作一个大晶体，有一定难度，我用小视频演示了制作过程
后，将其作为拓展活动，作为一个加分作业布置给学生课外
制作。本节课学完孩子们还是很疑惑，那到底如何判断什么
是晶体？这个问题孩子们中学会深入分类学习，所以我没有



过多解释。毕竟我认为本节课的重点还是带领孩子们学着像
科学家一样去观察微小事物。

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以食盐、味精、白糖为例，通过放大镜观察物质世界的
某些晶体结构特征。课前除了为每一个小组准备现成的晶体
观察材料之外(食盐/味精/白糖)，还应制作准备些通过水分
蒸发而结晶出来的晶体，这样的晶体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
而这些晶体的制作，教师应早做准备，如果靠自然蒸发，盐
结晶过程较短，而白糖和味精的结晶过程较长，所以要提早
一两天准备，以免影响教学。

在观察食盐、味精、白糖晶体时，应强调先用肉眼观察，并
记录下观察到的样子,通过控制放大镜的发放来保证这一教学
活动的实施，然后再安排利用放大镜观察晶体的活动，并再
次记录，进行对比。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放大镜下的晶体特征
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对晶体的观察、记录与分析，小结晶
体的科学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味精、白糖是“有规
则外形”比较肯定，但对食盐的规则外形比较怀疑，因为在
放大镜下，食盐晶体颗粒并没有如此规则的形状结构，这是
因为我们提供的食盐小而潮，学生观察到的往往不是一颗食
盐晶体，再因为这些食盐加工的原因，所以形状看上去是不
够规则。这里应该肯定学生的发现，并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以将后面“制作晶体”的教学内容提上来，制作一
杯饱和浓盐水，然后滴在玻璃片上进行加热，制作出食盐晶
体。这样的食盐晶体，就比较有规则，并且细节特征更加明
显。考虑到课堂上教学时间有限，课堂上就只制作一个食盐
晶体，课外要求学生依此方法制作白糖、味精等晶体进行观
察。

通过观察分析，认识了晶体特征后，应结合媒体图片向学生
展示更多的晶体图片，以丰富他们的感性认知。像雪花晶体
这种越是奇妙而漂亮的，越能吸引学生，激发他们对晶体的



观察兴趣。对于矿石晶体，可以结合学校的岩石标本，让学
生进行观察以加深认识。

制作一个大晶体，有一定难度。作为拓展活动，也就有弹性
了，学生能在课外制作出一个大晶体，就给加分。其实，我
们买来的海蜇皮中，经常就有大块的食盐晶体，我们可以搜
集一些给学生看一下,激发他们制作大晶体的兴趣。

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篇四

1.学校食堂也可以成为保障实验材料的后备资源。课前准备
充足，学生实验积极性高，实验效果明显。

2.本课三维教学目标侧重在知识和情感方面。智育与美育并
举，加强学生对美的感受体验。

3.重点：放在肉眼直接观察四中晶体，和利用放大镜观察晶
体。

难点：肉眼和放大镜的观察对比，以及学生记录和表达。教
师采用语言引导和ppt直接演示。

4.实验仍以小组实验为主，但我发现我自己有一个缺点，容
易忽略小组公平问题。“弱势”学生看不到或者不愿意主动
去看。我对该类型学生未及时关注并采取措施。后续，我准
备向教研组需求力量支持，问问该如何解决，并落实到实际
课堂教学。

5.学生反馈，在这一课，我处理得太简单粗暴了。仅仅是让
个别小组代表起来叙述，并没有达到小组鉴赏交流、共同进
步的目的。相似课堂应该要注重小组活动后的阐述表达方式，
并留足时间。

6.这学期进一步完善明确了课代表、小组的任务分工，以及



相互配合。每一周一个小组负责课前实验准备，课后实验整
理，实验室清洁。课代表协调教师和值周小组，专门并备上
专门的记录清单。以便为期末成绩提供凭证，整个学期形成
闭环。

放大镜下的晶体教学反思篇五

认识凸透镜并了解其特点;尝试自制放大镜。

师：这是什么?看看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摸一摸它的镜片有什
么感觉?

小结：放大镜又叫凸透镜，由镜片，镜框，镜柄组成。镜片
的中间厚边缘薄。

出示凸透镜，凹透镜，平镜，让幼儿观察并感受镜面有什么
不同?

小结：镜片中间凸起来的叫凸透镜，近距离使用可以把物体
放大;镜片中间凹下去的叫凹透镜，近距离使用可以把物体缩
小;镜片厚薄相同的叫平镜，不能改变物体的大小。

实验一：透明水瓶，水制作放大镜。

将水装进大小不同的透明水瓶，拧紧瓶盖，可以当放大镜。
鼓励幼儿将大瓶，小瓶，放大镜三者进行比较使用，观察有
何异同。(注意：装入的水量由幼儿自主探索)

实验二：盖玻片，水制作放大镜。

用滴管在盖玻片上滴水，将其靠近文字，又会有何发现?同时
与放大镜进行比较使用，观察有何异同。(注意：滴的水量由
幼儿自主探索)



实验注意事项：教会孩子拿盖玻片的方法，以免划伤手指。

1：生活中的哪些地方用到了凸透镜?(显微镜，照相机，望远
镜，浴霸灯等)

2：观察家中大人所带的眼镜是凸透镜，凹透镜，还是平
镜?(近视镜，老花镜，太阳镜)

活动反思：

这是一节典型的操作性科学实验课，在幼儿园，这一类的课
程是很少的，所以孩子们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主动参与的欲
望很强。

这节活动的重点是让孩子们了解凸透镜的特点，通过实验和
观察孩子们完全可以了解到近距离使用凸透镜可以把物体放
大这一显著特点。而难点则是在两次实验过程中对于水量的
把握。我觉的既然是实验就会有失败，虽然有的孩子自制的
放大镜不能把报纸上的文字放的又大又清晰，但孩子们在一
次次的实验操作中总会找到最合适的水量。而且持久的专注
力，观察力，意志力也得到了不同成都的发展。

不足之处就是在第一次实验时没有说明具体的实验要求及操
作步骤，孩子们拿到实验器材后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而是看
到一些能力强的孩子的做法后才及时的进行效仿，没有使孩
子在第一时间投入实验，从而影响了孩子们试验的积极性和
试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