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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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篇一

八年级上册物理教学：

我们怎样听到声音

一、我们怎样听到声音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你会马上说“当然用耳朵啦!”但俗话说
的好“聋子的耳朵——摆设”，什么意思呢?从这句话的字面
意思来看，说明我们要听到声音，不仅仅要有这个“摆设”，
而且必须保证从“摆设”到听觉神经之间所有的器官和组织
都是完好的，即：外界传来的声音引起鼓膜振动，这种振动
经过听小骨及其他组织传给听觉神经，听觉神经把信号传给
大脑，人便听到了声音。

二、骨传导

如果声音在传向听觉神经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鼓膜、听小
骨等的损伤，将会造成非神经性耳聋，不过我们只要想办法
通过其他途径将振动传给听觉神经，人也能够感知到声音。

据说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在3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耳疾，
听力完全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向命运屈服，他用牙齿咬住木
棒的一端，将木棒的另一端顶在钢琴的键盘上感受旋律，继
续自己的创作。现在同学们听到的《田园交响曲》就是贝多
芬在完全丧失听力的情况下创作的，这部作品细腻动人，朴



实无华，宁静而安逸，表达了作者丧失听力以后对大自然深
沉的眷恋之情，与《命运交响曲》一起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
交响曲之一。

同学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经历种种挫折和不幸，
但是，只要我们能像贝多芬那样，不向命运低头，敢于迎接
挑战，就一定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那么像贝多芬那样，让声音通过牙齿或者有些通过头骨、颌
骨传到听觉神经，引起听觉的传导方式叫骨传导。

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听录音机放出的自己的声音总觉得不太
像，而在别人听来都认为像，这是这么回事呢?原来从声带发
出的振动经过牙齿、牙床、上下颌骨等骨头，传入我们的内
耳。因此，对我们自己来说，听自己讲话是通过骨导方式听
到的。由于空气和骨头是两种不同的传声媒质，它们在传播
同一声源发出的声音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我们听
上去就感到通过不同途径传来的声音的音色有差别，于是就
觉得录音机里放出来的自己录制的声音不像自己的声音了。

三、双耳效应

原来，两只耳朵可以分辨声源的方向主要有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同一声音，两只耳朵感受到的声音强弱的不同。假如
声源在右方，则右耳听到的声音就比左耳强。这种强弱的差
别，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辨别方向的感觉。这时，我们会转动
头颅，直到两耳听到同样响度的声音位置，此时声源便处在
我们的正前方或正后方。

二是对同一声音，两只耳朵感受到的时间又先后。假如声源
在右方，右耳比左耳离声源近，声音传来，右耳先听到，左
耳后听到。这个声音到达右耳和左耳的时间差别，同样在实
践中形成了声源方向的感觉。时间差别越大，越容易辨别，



感觉越准确。

三是两耳接收到的振动步调不同。

在这几种情况下，大象比人更有利，因为它的两只耳朵间的
距离比人的大得多。

典型例题：

例1、由于双耳效应，人们可以确定发生体的位置是由于()

a对同一声音，两耳感受到的声音强度(大小)不同。

b对同一声音，两耳感受到的时间有先后之分。

c对同一声音，两耳感受到的振动的步调有差异。

d以上三种原因都存在。

解析：双耳效应的产生是由于人的两只耳朵到发声体的距离
一般不同，这就导致了两耳感受到的声音的强度不同，声音
到达两耳的时间不同，两耳接收到的振动步调也不同。这些
差异综合起来就成为判断声源位置的重要基础。

八年级物理上册《来自地球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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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篇二

身为一位优秀的老师，我们要在课堂教学中快速成长，通过
教学反思可以快速积累我们的教学经验，那么你有了解过教
学反思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光的反射》八年级物
理上学期教学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光的反射》是物理教材光学部分的重点内容之一，光的反
射定律也是继光的'直线传播规律之后的又一重要光学规律，
光的反射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重要的应用，因此，如何上好这
节课，这节课能达到什么效果对后续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物理教学用书》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三个方面对本节课的教学提出了详细要求。这些要求
看似简单但要想真正完成并不容易。课堂上学生实验的实验
器材的准备和改进也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实验中的激光
灯的光束效果不明显，所以想到了用香火制造烟雾；烟雾需
要收集并保存所以想到了空盒子，并且就地取材把实验室中
的光的反射演示仪的空盒子倒置过来即可；由于涉及到角度
问题，想到在盒子的背面贴上自画的量角器，并且自制量角
器的位置也反复斟酌改动多次。

这节课的效果非常好，学生在轻松中学到了知识。我在感动
的同时也对自己做了一下反思。

二、反馈练习少且针对性不强，这点在学生的课后作业中很



容易就看出来了。

三、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没有画出详细
的光路图来解释。没能让学生头脑中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课堂的各个环节不连贯，备课不精益求精，只是浮在表
面上。

五、没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层面和接受能力，对课堂中可能出
现的各种问题考虑不周全。

今后的教学中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充分在准备，备课：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充分考
虑到课堂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应变。

二、心中有教案，但不以教案为中心教学，以课堂上生成的
东西为主，提高自己的课堂应对能力，努力使课堂教学成为
艺术。

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篇三

首先通过课本9-26和图9-27中所示的两位同学做功快慢的比
较出发，自然的引出功率的概念，以及功率的'公式和单位；
并通过给出人、一些动物和交通工具的功率，进一步帮助学
生认识功率概念和对功率单位“瓦特”具有较多的感性认识。
还通过信息窗关于机器名牌中标出“功率”这一参考数据的
介绍，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功率”这个概念的实用价值和意
义。

本节内容有：怎样比较做功的快慢；功率的概念；测算功率。
功率的概念是本节的重点，功率的单位是本节的难点。本节



教学方法有讨论、实验、讲解等，但以讨论为主。在本节教
学中，首先要组织学生分析讨论课本图9-26、图9-27所提供
的实例，总结出判断做功快慢的方法：若做功相同，比较做
功的时间；若做功的时间相同，比较做功多少。

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篇四

八年级上册物理教学包括五章内容，下面是我对各章节的具
体反思。

第一章，声现象。这章内容相对简单，重在理解与记忆。声
音的传播速度中要注意强调不同的声音在同一介质、同一温
度下传播速度相同。本章的重点是声音的三个特性，即：音
调、响度、音色，以及它们各自的决定因素。在声现象的教
学中，要特别注意有关回声定位的计算。对于路程、速度、
时间三个物理量，学生只是在小学学过，但还没有学过用字
母表示，所以是学生的难点。另外，这里的计算是学生学习
物理应用题的第一次规范化计算，在教学中要循序渐进，强
调物理计算题与数学的区别，规范学生的解题格式。

第二章，光现象。本章内容可以对比教学，将光的传播与声
音的传播进行对比，效果较好;将反射、折射对比教学，学生
容易掌握，在复习课中，可以将成像原因进行对比：立竿见
影、水中捞月、水中鱼分别是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光
的折射成像。此外，本章中的实验也要引起重视，光的反射、
折射规律实验，尤其是平面镜成像规律的探究是一次比较完
整的科学探究，在教学中注意让学生体会科学探究的全过程。

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容易探讨。在探究完实验规律后应要求学
生记忆过关凸透镜成像规律，再结合适当的习题巩固强化。
还要联系生活，多从生活中找例子。凸透镜成像规律中像的
变化规律学生不容易掌握。特别是投影仪中的调节。时间久
了，学生容易把物距与像距混淆，导致错误。所以教学中应



注意强调。

教会学生抓初状态、末状态，然后再分析。

第五章，电流与电路。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对于电的形成、
电流的方向，由于学生知识储备不够，理解起来比较抽象。
教师也可存疑、不宜讲的太深。学生做实验，教师要加强巡
视指导。电学实验成功，能给学生极大的兴趣与信心。要注
意对实验素质的培养，对学生严格要求。本章教学中，发现
学生对于物理量与物理量的单位容易混淆，如电荷及其单位、
电流极其单位，另外学生初学时，对于电流、电流表、电流
的单位常常混为一团，教学中要重视。电路图与实物图的画
法、相互转换是学生初学电学最头疼的。教师应该耐心细致
地讲解，并进行专题训练加以强化。因为这一章学好了，能
看懂电路图了，形成能力了，就能为下学期的电学教学奠定
基础。

以上就是我对本学期教学工作的反思，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
我会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断进步。

叮铃铃上课啦教学反思篇五

虽然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重力有模糊的认识，但重力的概念
比较抽象，因此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如：苹果落向地
面，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等动画，很自然的引入课题。使
学生直观的理解物体所受力的施力物体可能是地球，方向应
该是指向地面的，这既能方便引入新课，又能降低学习重力
方向时竖直与垂直的区别。再通过实验，探究重力的大小、
方向和作用点。信息窗中的阅读材料，有利于加深学生对重
心与稳度关系的理解。

通过视频、课件、实验演示，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归纳出重力的`大小和质量的关系，
不仅突破了本节课的重点，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实验能力和合



作探究的能力；通过自制重垂线的过程不仅突破了本节课的
难点，也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将科学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和社会实践的意识，正所谓物理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

本节课的创新点：给学生出示预习提纲，让学生先独立自主
学习，可掌握大部分的基础知识，再小组讨论找出本节课的
疑难问题，实质上也就揭示了本节课的重点、难点。然后在
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小组实验和自制重垂线来突破本节课的
重点、难点，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需改进的地方；学困生回答正确时，要及时的给予表扬和鼓
励；语言上也让学生多说、多总结，积极打造优质、高效的
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