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 测量降水
量教学反思(大全7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
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一

本节课主要目标是让学生知道降水量的多少可以用雨量器来
测量，并学会制作雨量器以及用自制雨量器来测量降水量。

上课时首先是以降水的形式有哪些来引入，关于这个问题很
多学生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回答也是千奇百怪，所以也让
我反思平时应该多介绍一些关于天气的专业名词，拓展知识
面。

整节课的主要活动就是制作雨量器和模拟降雨，活动操作比
较简单，学生的活动积极性很高。刻度条由我来提供，学生
只需要将刻度条贴在雨量器上面即可，制作完成后小组上讲
台展示分享，其余小组评价，最后选出做的最好的一个作品
来进行模拟降雨过程的展示。在这个步骤上，开始想的是每
个小组都进行模拟降雨，但是在一个班上完课后发现时间不
够用并且整个过程很乱，有些同学会趁乱玩洒水壶。针对这
些问题，最后调整了后改为选一组学生进行展示模拟降雨的
活动。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二

一、充分利用实验教学，演示实验和学生自主探究在本节课
起着重要的作用。演示实验（一）将额定电压相同，额定功
率不同的两盏灯，并联接在220v的电压下，学生根据灯的亮



度不同，认识电流做功不同。时间相同，电功不同，知道电
流做功有快慢之分，并能借助比较做功快慢的方法，认识比
较电功快慢的方法。演示实验（二）将额定电压相同，额定
功率不同的两灯串联在220v的电压下，学生根据亮度不同，
分析得出电功不同，电功率不同。与灯上标明的功率比较发
现不相符，引导学生提出质疑，从而发现电功率与电压有关。
课堂上尽可能多地安排学生动手实验、自主探究。因此，将
本节课的不同的电压对电功率的影响的观察实验改为了学生
的自主探究实验。为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究的实验器材，提出
自主探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注重了学生
获得知识的过程。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更
重要的是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进一步升华了知识。在
此过程中，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探究能
力都会得以提升。

二、电功率的知识是本章的重点也是本章的难点。电功率的
计算复杂，计算公式多，学生掌握有一定的困难。以前，往
往是一下子给了学生一大堆方法，让学生自己去消化，教师
落了个眼前的清闲。但是学生消化起来很困难，方法虽多，
并不是都重要，学生需要学会最基本的。因此在第一课时，
除了电功率的定义公式，只让学生掌握两个推导公式一求电
功率的公式p=ui、二是求电阻的公式r=u2/p，并对其做了针对
性的训练。其它的公式在第二课时、第三课时慢慢通过做题
练习让学生掌握。现在看来效果还不错。

三、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相结合。对于电功率的公式、变形
公式、符号、单位、以及意义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让学生掌
握。对于不同电压影响电功率采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让学
生掌握。让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学会合作学习，体验
合作带来的成功的喜悦。

四、基于目标的评价练习设计有效地检测目标的达成情况。
练习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基础性、典型性，能有效地检测每一
环节目标的达成情况。课末的当堂目标检测题分层设计，让



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享受到目标达成的喜悦。

以上是我对本节课的教学所做的总结反思。如有不当之处，
敬请指正。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三

“电功率”的复习，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本节的内容理解
困难，并且和学生的某些潜意识容易混淆。比如，在学生的
潜意识中，往往认为用电器的瓦数越大越费电，这就是将消
耗电能的快慢与消耗电能的多少相混淆。所以在这里我们一
定要做好p41图8.2-1的演示实验，让学生直接比较出在相同
的时间内，铝盘转过的圈数不同，即用电器在工作时消耗电
能的多少，而在相同时间内铝盘转过的圈数，则反映了用电
器工作时消耗电能的快慢，从而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电功率的
含义。

“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也是学生理解的难点。所以，
最好通过实验再现的方法让学生观察几次的亮度是在用电器
的各自实际功率下所显示的亮度，从而额定电压、实际电压，
额定功率、实际功率的实际含义，一个用电器的额定功率只
有一个，只有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实际功率才等于额定功率，
灯泡的亮度是由灯泡的实际功率决定的。

本节还有电功率的计算这也是教学难点，要引导学生怎样分
析题意，弄清解题的方法和步骤，真正弄懂额定功率和实际
功率的含义，从而能正确计算两种功率。同时还应强调解题
的步骤和规范性。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四

本节课学生容易将降水和降雨混淆，所以要强调降雨只是降
水的一种形式。



制作雨量器时，器材的选择粗细可以不一样，影响不大，在
这里解释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怎么解释，后来我觉得可以这
样来，假设粗细不同的直管的天空上掉下来100滴雨水，粗管
将100滴雨水全部收在容器中了，那细管是否也可以呢？粗管
和细管接受水的能力一样吗？哪个容器中水接受得多但是上
升得慢，哪个容器水接受少但是上升得快呢？最后其实我们
只看降水的高度而不看多少，然后大家就能理解其实粗细不
同的直管，并没有什么影响。另外在制作中还必须强调直管
的上下口径一致，可以以一种不同口径的和塑料直筒接收雨
水的能力举例，然后看降水的高度是否一致。

另外，学生一般没有直筒这种玻璃杯，可以用近似圆柱的饮
料瓶代替，下部如果不平整可以先加入适当的水使其平整，将
“0”刻度线提高。本课的重难点是让学生理解杯子的口径对
降水量的测量没有影响。降雨量的六个等级学生一般很难记
住，需要在课堂上反复提醒记忆，在课堂中也应强调毫米和
毫升的区别，以免学生混淆。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五

《有趣的测量》是一个实践活动，本活动是在学生学习了长
方体、正方体的体积之后进行的一节课，本课的教学目标是
让学生经历测量石块体积的实验过程，探索不规则物体体积
的测量方法；在实践和探究过程中，体会转化的数学思想，
尝试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让学生感受数学与知识之间的相
互联系，体会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树立运用数学解决实
际问题的自信心。

在教学时，我通过引导，让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生活、知识
经验发现，不规则的石块体积必须要转化成规则物体的体积，
水可以充当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中介，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怎样
在水中体现石块的体积，学生思考后，结合生活的实际可知：
将石块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溢出的水的体积就是石块的体
积。



学生充分理解这一方法后，我又问：你还有其它测量石块的
体积的方法吗？学生独立思考后交流：将石块放入盛有一定
量水的长方体容器里，上涨的水的体积就是石块的体积；把
石块放在一个长方体容器里，往里面倒水，没过石块后，再
把石块取出，下降的水的体积也可以是石块的体积。

在此，我就为学生创设了自主学习的空间，先让学生独立思
考，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后，在交流中造成冲突，又在观察、
讨论、思考中相互接纳，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要，尽显了学
生的潜在能力。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六

本节课的内容，是估一估，量一量，找一找，在学生了解了
长度单位和厘米的基础上，学习毫米和分米。在教学中我安
排了一些让学生量一量的活动。鼓励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发挥
想象和逻辑推理，使他们体会到1分米和1毫米有多长，引导
学生总结出米、分米、厘米、毫米之间的关系。首先，我拿
出准备好的银行卡，让学生先估计一下它有多厚，然后实际
测量一下，学生一下犯难了，因为银行卡的厚度不足1厘米，
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比厘米小的长度单位毫米，并让学生感受
到了1毫米大约是一张银行卡的厚度。学生在直尺上认识了1
毫米后，可以测量不是整厘米的较短的物体。接下来我拿
出10厘米长的硬纸条，让学生先估计，再测量，从而引出“1
分米”的概念。认识了“1分米”之后，我组织学生开展
了“找一找”的活动，看谁能发现身边“1毫米”、“1分
米”长的物体。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我让他
们分小组讨论，推选代表发言，答案多种多样，有的说身份
证的厚度，硬币的'厚度，磁卡的厚度等大约是1毫米，还有
个小朋友说出了10张纸的厚度大约也是1毫米，学生在活动中
学会了深入地思考问题，在生活中学习了数学，这对于我和
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好的收获。

人们经常说“备课不仅要备教材，而且要备学生”，备教材



容易，备学生却难，因为人是活的，他的思维一直是变化当
中。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对学生采用填鸭式教学，而要采用形
式多样的教学手段，你对学生的情况只能是把握一条主
线“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只有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思
考空间，敢于放手让他们实践，“培养创造性思维”才不会
只是一句空话。

通过这节课，我还充分体验到了“数学教学就是数学活动的
教学”，自始至终，学生都在估一估、量一量、找一找，学
生的兴致很浓。当我在课堂小结时，有个学生自主提出了一
问题，“还有比毫米小的单位吗”，他的话还没落音，有个
同学马上回答说：“有，是微米。”还有一个学生竟然
说：“还有比微米小的是纳米”，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意
外，知识不仅仅局限于课堂，同学们的知识面还是很广的。

幼儿园大班科学测量教案反思篇七

测量是三年级数学第五册第一单元的内容，这是孩子很感兴
趣的学习内容，因为大量知识来源于孩子们的亲生体验，来
源于孩子们息息相关的生活。上完第一课我有如下感受。

这节课是测量单元的第一课时，在第三册的时候学生已经认
识了两个长度单位厘米和米，能体验1米和1厘米的长度，理
解1米=100厘米，这节课是第二阶段的学习，再认识两个新的
长度单位分米和毫米。

课前复习让学生回忆有关测量的`知识，为学生根据1厘米的
长度估计吸管的长度做一个铺垫，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和能
力， 也可以让学生初步认识到10厘米的长度。从教学的实际
来看学生的估计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估计的结果都比较接近。
然后通过动手进行实际的测量和触摸体验1分米的长度，感
受1分米，在这个环节由于有的学生急于测量，没有注意到我
的提醒导致有的学生测量出来的结果不一致，我想如果这个
地方先让同桌互相检查后再汇报效果就会更好些。接下来设



计的物体的环节就是让学生根据所体验、感受到的1分米在生
活中的运用，把课本知识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生活中更
直接的体验1分米，做到知识来源于生活还要还原于生活。从
学习中看，学生找到生活中是长度大约是1分米的东西比较多，
有的学生说得都停不了，为了满足学生的愿望我临时想到让
学生把这个内容写到数学日记里。学习1毫米的时候也采用了
同样的方法进行教学，先测量学生铅笔盒中较短的一支铅笔
的长度，从面引出对毫米这个单位的需要，很顺利地引出毫
米，也充分利用了学生的资源进行教学。

这节课我认为闪光点有两个，这两个闪光点都来自学生，

二是我让学生讨论米、分米、厘米三个长度单位之间有什么
关系时，有一个小组的成员讨论出当分米长到1岁时，厘米就
要长到10岁，多好的比喻啊！这样形象生动地记忆了米与分
米之间的进率。从这两个闪光点我无不佩服学生的思维，他
们的脑里经常会出现许多很有创意的想法，我要小心翼翼地
保护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