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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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知道温度的概念和温度的常用单位及国际单位制单位。

2、能说出生活环境中常见的温度。

3、了解液体温度计的工作原理，会测量温度。

过程与方法：

对比三种温度计，比较异同

情感态度价值观：

1、了解环境温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2、培养学生关注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的意识。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师：在学习新课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观看好莱坞巨片《后天》



的精彩片段，影片讲述的是由于温室效应造成地球气候突变，
全球即将陷入第二次冰河世纪的故事。请欣赏。（播放影片）

伴随影片介绍：自由女神被淹没，冲天巨浪涌进纽约，转瞬
间气温骤降，纽约速冻，茫茫冰原上，只留下了自由女神的
头像。人类世界在大自然面前显现的如此渺小。

师：的确，温度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会如此之大，今天我们
就一起探讨一下有关温度的知识。

二、温度在生活中的例证：

学生举例。

三、温度

师：温度与生活密切相关，就连我们出门该穿什么衣服都与
温度有关。

学生回答，引导得出温标。

生：把水的冰点规定为0度，水的沸点规定为100度，0-100度
之间等分100份，每份为1摄氏度。

师：什么是热力学温度呢？

四、常用温度值

师：生活中的一些常用温度值，你们熟悉吗？下面我们就通
过一个小游戏来考察一下。想必同学们都看过央视正大综艺
吧，其中有一个环节为《真真假假》。下面我们也来一回真
真假假，我们分a、b、c、d四个团队，希望大家团结协作，共
同完成这个环节。



五、温度计：

师：那我们怎样准确地得出它的温度呢？你能描述温度计的
形状构造吗？

生：它是个玻璃管，下端有一玻璃泡，里面装有某种液体。

师：发温度计给大家，好好观察它的构造，看看还有什么要
补充完善的？

学生进一步观察

生：玻璃泡大，玻璃管的管壁厚但内径细，管外有刻度。

师：内径细有什么好处？

学生思考，讨论

生：温度有微小变化，液体就有明显变化。

学生演示使用温度计测水的温度。

出示图片

引导：使用前观察：量程，分度值

使用时注意：玻璃泡浸入

读数时，稳定后读，玻璃泡不离开，视线相平。

师：生活中你还使用过什么温度计？看图区分并说明理由。

生：回答

师：体温计使用与实验用温度计有什么不同？



生：用前要甩一甩，读数时可以拿出来读。

师：请学生课下查阅资料了解体温计的缩口的作用。实验用
温度计，寒暑表

体温计，他们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工作原理，谁
能说说它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生：利用了液体的热胀冷缩。

高，测量范围越来越广，有的能测量到3000摄氏度以上的高
温，而且测量结果也越来越精确，希望有兴趣的同学利用课
余时间搜集这方面的科学技术信息，对于不同温度计进行分
类，搜索，研究，写出研究计划如方案，设想，建议等。

板书：

一、温度表示物体的冷热程度。

二、温标

1、摄氏温标

把水的冰点规定为0度，水的沸点规定为100度，0-100度之间
等分100份，每份为1摄氏度。

2、热力学温标

三、温度计

1、实验用温度计

(1)原理

(2)结构



(3)使用方法：使用前观察：量程，分度值

使用时注意：玻璃泡浸入

读数时，稳定后读，玻璃泡不离开，视线相平

(3)与体温计的区别

2、寒暑表

3、体温计

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篇二

温度计是探究自然事物和现象的常用测量器具。为了让学生
自主探究，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发给每个学生一个
温度计，让学生自己通过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测一测
等方法研究温度计的用法，为学生提供充分的亲自使用温度
计测量温度的机会。

希望使学生通过经历科学的“探究―发现―运用”的过程，
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诸方面都得到协调和谐的
提高和发展。通过实践我发现，这样的设计能使学生对周围
事物的温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能真切的体会使用温度计认识
事物特征的价值，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善
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品质，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进行
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对温度计造成了一些损坏，这是我教学
过程中缺少对学生进行爱护公物教育的后果，前车之鉴，后
面再给三年级其他班级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在温度计使用的
注意事项的教育中还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教学补充。

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篇三

活动目标：



引导幼儿了解温度计的外形及用途。

活动准备：

自制的温度计、图片。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用猜谜语的形式，引出主题。

二、基本部分。

1、谜语——玻璃身体直伸长，一根红线在中央，有时上来有
时下，人们生活需要它。

请幼儿猜猜谜底。

幼儿：电梯……老师在大屏幕中出示谜底——温度计，请幼
儿说一说平常在哪里见过？（每次洗澡的时候）

2、大屏幕中出示图片，让幼儿观察，说一说为什么要用温度
计测量奶瓶或浴缸里水的温度？（看看谁热不热，凉不凉）

3、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什么？（体温表）人体
的正常体温是多少？（36度——37度之间）

4、观察大屏幕，让幼儿说一说再用温度计测量什么？出示图
片。（食物汽车植物鱼）

5、老师出示自制的温度计，让幼儿观察：

（1）温度计上最大的数字50，最小的数字0。

（2）水银。



（3）长短不一的3种线，长短不一的线代表什么？（一小格
代表一度）

（4）让幼儿说一说自己是怎么数的？（可以从下往上数，也
可以从上往下数）

老师在大屏幕上出示图片，让幼儿观察温度计测量的地方
（阳光晒的地方温度高，阴凉的地方温度低）

四、活动延伸。

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篇四

我讲的课题是《温度计》，通过本节课的`讲授，和听其它教
师的讲课，本人对自己的这堂课有如下的一些想法。

1、利用实验和多媒体教学，调动课堂气氛

在课题导入部分，我在学生桌子上放上两杯水，让学生自己
动手体验物体的冷和热，这样就引出了“温度”。全过程耗
时少，过渡自然，课堂气氛也活跃。

2、大胆处理教材，合理安排教学活动

教材安排了“自制温度计”的演示实验来说明常用的温度计
是根据液体的热胀冷缩的规律制成的。我考虑到我们物理教
学要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就把演示实
验改为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让学生自主探究，学生必定会发
现自制温度计的不足，自然地想到怎样改进自制的温度计等
许多深层次问题，这正是科学探究的具体应用。这些问题由
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想办法解决，正是我们物理教学所要达
到的要求，其效果是不进行教材特殊处理时所无法达到的，
我自认为这是本堂课的亮点之一。



再就是在学生用实验室用温度计测量完水的温度后，自然地
引导到我们的晨检，因为甲流，体温计脱销，价格上涨很厉
害，能不能用实验用温度计测体温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如何改进？由此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探究欲望，很自然地进入
了体温计的学习。也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又从物理走向
社会的新课程理念。

3、控制实验器材，集中学生注意力

这堂课上，桌上实验器材比较多，学生注意力易分散，课堂
纪律很难保证。我课前先把实验室温度计、体温计秘密地放
在学生的课桌内，然后一件件的拿出，让学生有新鲜感，就
会认真仔细地观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也有效的预防
了学生走神。

4、合作探究，讨论交流，以学生为主体

在教学中我把学生分为4人的合作小组进行学习。它以小组内
组员之间的合作研究为主要学习手段。通过同学们在小组有
序地开展实验活动，更加明确了实验的目的，使实验效果十
分明显。做到了人人动手参与实验，并在互相和谐合作的前
提下达到了实验效果的最优化。从一开始的温度的引出，学
生们在疑问、在思考、在讨论、在实践、在验证、在总结？？
学生们的在积极参与主动探究，我只是整个活动的引领者、
组织者，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真正还给了学生。

5、较好地体现了新课程的教育理念

整堂课教学效率高，思路清晰明了，重点突出。学生思维活
跃，气氛热烈，学生受益面大，不同程度的学生在原有基础
上都有进步。知识、能力、思想情感目标达成。有效利用课
堂时间，学生学得轻松愉快，积极性高。

6、摄氏温标教学草率



对于摄氏温标定标这一内容处理草率，直接通过视频“灌”
给了学生，学生没有动手操作。

7、普通话不够标准

在引导学生观察过程中，指示不够明确，以致学生观察太过
发散，对于重要细节：体温计“缩口”反而没有注意到。

8、时间分配有些不好，以致“我们收获了什么？”这个环节
显得有点草率。

学无止境，教无定法，在同组教师的帮助下，我将更好的改
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温度与温度计的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讲得是《温度计》，课前看教科书、教学用书感觉挺
简单的，只要学生会认读温度计以及零下温度就行。可是一
堂课下来,时间感觉还很紧，学生对温度计的认读还是有些困
难，也就是说我上了一节失败的课。失败的原因在哪，我也
深思。纵观这节课，从两个方面查找原因。一是在教学结构
方面。

1、在比较水的冷热活动中，设计意图是学生分两次感知四杯
不同温度的水，但由于顺序不同出现不同的`结果，最后让他
们感觉到用手不能准确地知道物体的冷热程度。可是在实际
教学中，学生体会不透，教师也没深挖，没有激起学生前概
念与现实现象的矛盾冲突，这是一大败笔。

2、在观察温度计时，没有给足学生充足的观察时间，学生的
主体地位不明显。

3、在摄氏度的读和写时，教学难点解决过于生硬，尤其是在
零度以下读的时候应是从零度开始往下读，当时有的学生能



够准确的读出来，但由于我没有追问，“你是怎么读的？”，
错过教学时机，最后我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准确的读出来。二
是教师自身方面的原因。

1、教师语言啰嗦，不精练，逻辑性不强。

2、教师在教学时缺乏和学生一起探究的激情，没有形成师生、
生生互动的局面。

3、对教学时机把握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