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 六年级形状
与抗弯曲能力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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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篇一

从设计到试教《形状与抗弯曲能力》一课，我都尽力在追求
科学学习的生活性和探究性，努力去培养学生综合的科学素
养，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有得有失：

一、自认为有“得”的地方：

1、科学“生活性”的有效体现！

从课前谈话：“寻找身边的科学”开始，我就拉近了学生
与“科学”的距离。让孩子们感悟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藏
着这么多的“科学”。接着创设“生活中各种形状的钢材”
这样具体的生活情境，激发出本节课探究的重任——形状与
抗弯曲能力有关吗？课的引入到孩子们自己提出探究的问题，
显得非常自然！在借助“纸”完成探究之后，我再次让孩子
们来回顾：为什么钢材要加工成各种形状？首尾呼应，有效
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活情境。孩子们在这个具体的生活情境
中也就更容易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了。

科学从生活中来，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完成探究，同样不能
忘记让科学回到生活中去。所以最后，我借助上课盛放器材
的纸包装箱这一实物及瓦楞纸板的深入观察，让科学回归了
孩子们的生活。生活化的科学课堂不但是孩子们容易进入的
课堂，同样也是老师容易准备的.课堂，因为体现了生活化，



我的材料准备非常的简单，这样一节课，材料的准备时间
在10到20分钟之间就可以完成，成本在5元左右（就是几张纸
的价钱）。我想科学教学要体现实效性，材料准备的简洁性
和可操作性是必须要重点考虑的。

2、科学“探究性”的充分体现。

基于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这一重要理念的考虑，我在本课
的实施过程中，让学生自己观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猜想
假设，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通过实验测试的出事实数据，
自己进行解释分析，最后的出科学的结论。真正做到了放手
让孩子们自行探究，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构建属于自己
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探究的能力上有所提高。但放手让孩子
们探究并不是放任自由，必要的引导和讨论必须做的扎实有
效，所以我在课堂上非常注重讨论的展开，引导孩子们在动
手前的深入思考和计划。

3、良好科学素养的培养。

探究的习惯培养对学生整体科学素养的提高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行动前思考的习惯，小组合作分工的习惯，安静探究的
习惯，交流的习惯，整理材料的习惯等等。我在上完这节课
的时候，不经意间其实已经引导孩子们整理好了所有的器材，
这不禁可以大大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也非常有助于孩子们
良好习惯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叶谰教授这样说过：没有十全十美的课堂，如果有，那就是
表演。好课肯定是有其缺陷的，这才是真实的课堂。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充分的了解孩子，脱离孩子实际的教学
注定要失败！由于对孩子们的了解不够，总感觉自己的课和
孩子们之间有层隔阂，没有那么亲近！



其次，对实验测试及记录的铺垫还欠充分、扎实。以至于在
实验开始后，还需要老师进行中途的引导。而理想中这个时
候应该是孩子们完全独立活动的时间，并不需要老师进入。

不管怎样，教学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可能永远会留下遗
憾，但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心中时时藏着学生！“让学
生喜欢我”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篇二

曾听过人家描述如何上《抵抗弯曲》，说来也巧，今天轮到
自已来上了。

按人家的描述，厚度增加后，纸抵抗弯曲的能力应明显增加。
为了上课时不出意外，上课前自己学着小学生做了起来。自
已学着人家讲的，用相同的纸裁了几张长与宽都相同的纸条，
没有垫圈，就用回形针代替。一张纸的厚度时，纸能承受2个
回形针的重量，两张纸、三张纸，随着纸的厚度的增加，纸
能承受的回形针数几乎是成倍的增加，没有像人家所说的'明
显的增加！那问题出在哪里，如果用这样的材料让学生做实
验，学生根本不能得出教材所期望得出的结论。难道是教材
出了问题——有的材料厚度增加了，抗弯曲能力会明显增加；
而有的材料不是这样的，甚至增加的量比成倍的数还要少。
如果我们按实际操作来得出结论，那与生活中的现实又相背！

后来想想，也许是我们操作上出的问题，可能是书上根本没
有明确告诉大家如何操作，结果，这么多的科学教师各自为
战，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可想而知的。那操作方面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呢？也许我们用厚一点的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
题。那为什么用薄的纸就不行呢？后来从后面的结构科学中
得到了一些启发：把两张纸叠到一起架空与把两张纸粘到一
起再架空，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这样，纸的结构
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与其说纸的厚度增加使纸的承重能力显
著增加，倒不如说结构的变化使承重能力增强得更加明显。



科学教材中往往会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老师不容易搞懂，
学生更不容易搞懂，这也无形中要求科学教师要多思考、多
实践。知道站在人家的肩膀上是好事，但你也要知道这样摔
下来会更疼！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篇三

本节课研究的是通过改变材料的形状来增强材料的抗弯曲能
力，这是在上一节课改变材料的宽度和厚度的基础上的拓展
和延伸，为了解更复杂的形状抗弯曲能力作铺垫。本课有两
个活动。

第一，研究形状与抗弯曲能力的关系。用同样的纸做成像条
形钢材那样的各种形状，测量它们的抗弯曲能力，并与平展
的纸比较，认识改变材料形状可以改变其抗弯曲能力。

第二，研究瓦楞纸板的.形状结构。瓦楞纸板有三层或五层，
中间一层或两层是波浪形的，这几层薄纸板黏合在一起形成
一个整体。这种结构使瓦楞纸板的强度大大增加，比把三、
五层薄纸板平粘在一起强度大多了。

学情分析

学生在三年多的科学学习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实验能力与逻
辑思维能力，在上节课已经明白了“增加梁的宽度可以增加
抗弯曲能力，增加梁的厚度可以大大增加抗弯曲能力。”本
节课要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认识到改变形状实际上是头减小了
材料的宽度，但大大增加了材料的厚度，因此其抵抗弯曲能
力增强。

学生较难理解的是“改变形状实际上是头减小了材料的宽度，
但大大增加了材料的厚度”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改变材料的形状，可以改变材料的抗弯曲能力。

过程与方法

1、做纸的形状与抗弯曲能力关系的实验。

2、观察瓦楞纸板的结构，作出解释和提出问题。

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意识到小组合作做实验进行探究的必要性。

2、乐于根据观察作出解释和提出问题。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

1、做纸的形状与抗弯曲能力关系的实验。

2、观察瓦楞纸板的结构，作出解释和提出问题。

教学难点：

理解改变材料的形状，可以改变材料的抗弯曲能力的道理。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篇四

这一课我们听得很多，感触也很多，初期给我感觉：教学内
容过于简单，教学中只要突破各种形状的制作已经丈量其抗
弯曲能力，基天性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中挑战性的问
题比较少。



实际教学中，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圆形的和方形的
形状制作非常麻烦、检测其抗弯曲能力也是相当麻烦的，教
学中，我们不能比较各种形状抗弯曲能力的强弱，我们要强
调与一字形的相比，纸改变形状后，抗弯曲能力是否增强了。
对于圆形和方形为什么容易坍塌，在后续关于力的分解中，
我们可以研讨相关的问题。我在教学中发现不少班级中对于
为什么改变形状后抗弯曲能力会增强的原因能从圆形和方形
会坍塌的现象中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将波浪形
作为再一次的突破口，协助基础相对比较单薄的小朋友理解
其中的原因，我尝试中效果还可以。

课本中瓦楞纸的提出，我们的问题不要局限于为什么抗弯曲
能力增强了？我们要在这个点上挖深挖透，我提出了一个问
题：瓦楞纸有五层（我准备的就五层），两层波浪形，三层
一字形，为什么制作的时候五层都制作成波浪形呢？这样的
抗弯曲能力不是更强了吗？同学能从瓦楞纸中受到启发，改
变形状的纸抗弯曲能力增强，那是要在形状不改变的前提下，
假如形状发生了变化，其抗弯曲能力也会受到影响。瓦楞纸
用三层一字形的夹住两层波浪形的，其目的就是固定波浪形
的形状，使其抗弯曲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因为前期同学已经
对于圆形和方形的形状容易改变形状而坍塌有了认识，所以
在此基础上同学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看似简单的一课，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明什么？我
们要更深层次地去关注我们小朋友的前概念和教材编排中的
实际容易受忽略的问题。

形状和抗弯曲能力教学设计篇五

从设计到试教《形状与抗弯曲能力》一课，我都尽力在追求
科学学习的生活性和探究性，努力去培养学生综合的科学素
养，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有得有失：

自认为有“得”的地方：



1、科学“生活性”的有效体现！

从课前谈话：“寻找身边的科学”开始，我就拉近了学生
与“科学”的距离。让孩子们感悟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藏
着这么多的“科学”。接着创设“生活中各种形状的钢材”
这样具体的生活情境，激发出本节课探究的重任————形
状与抗弯曲能力有关吗？课的引入到孩子们自己提出探究的
问题，显得非常自然！在借助“纸”完成探究之后，我再次
让孩子们来回顾：为什么钢材要加工成各种形状？首尾呼应，
有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活情境。孩子们在这个具体的生活
情境中也就更容易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了。科学从生活中来，
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完成探究，同样不能忘记让科学回到生
活中去。所以最后，我借助上课盛放器木才的纸包装箱这一
实物及瓦楞纸板的深入观察，让科学回归了孩子们的生活。

生活化的科学课堂不但是孩子们容易进入的课堂，同样也是
老师容易准备的课堂，因为体现了生活化，我的材料准备非
常的简单，这样一节课，材料的准备时间在10到20分钟之间
就可以完成，成本在5元左右（就是几张纸的价钱）。我想科
学教学要体现实效性，材料准备的简洁性和可操作性是必须
要重点考虑的。

2、科学“探究性”的充分体现。

基于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这一重要理念的考虑，我在本课
的实施过程中，让学生自己观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猜想
假设，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通过实验测试的出事实数据，
自己进行解释分析，最后的出科学的结论。真正做到了放手
让孩子们自行探究，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构建属于自己
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探究的能力上有所提高。但放手让孩子
们探究并不是放任自由，必要的引导和讨论必须做的扎实有
效，所以我在课堂上非常注重讨论的展开，引导孩子们在动
手前的深入思考和计划。



3、良好科学素养的培养。

探究的习惯培养对学生整体科学素养的提高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行动前思考的习惯，小组合作分工的`习惯，安静探究的
习惯，交流的习惯，整理材料的习惯等等。我在上完这节课
的时候，不经意间其实已经引导孩子们整理好了所有的器木
才，这不禁可以大大减轻老师的负担，同时也非常有助于孩
子们良好习惯的培养。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叶谰教授这样说过：没有十全十美的课堂，如果有，那就是
表演。好课肯定是有其缺陷的，这才是真实的课堂。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充分的了解孩子，脱离孩子实际的教学
注定要失败！由于对孩子们的了解不够，总感觉自己的课和
孩子们之间有层隔阂，没有那么亲近！

其次，对实验测试及记录的铺垫还欠充分、扎实。以至于在
实验开始后，还需要老师进行中途的引导。而理想中这个时
候应该是孩子们完全独立活动的时间，并不需要老师进入。

不管怎样，教学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可能永远会留下遗
憾，但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我心中时时藏着学生！“让学
生喜欢我”这是我最大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