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1、重视动态生成，实现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的观念
的'转变，在本教学设计中，先让学生从感知文本中提出问题，
然后将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归类，最后引导学生分组合作探究，
解决这些问题，变静态的预设为动态的生成，从而提高了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阅读教学过程发展个性。在本教学设计中，注意引导学
生查阅资料，共同释疑，课后探究，采用先问后引的教学策
略，学生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进行探究，既培养了学
生探索的兴趣，又发展了学生的个性。

3、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离不开
学生的实践活动，在本教学设计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
文本，走进生活，将学习知识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1、对教材的深刻解读和挖掘是优秀的课堂教学最基本的前提，
教学目标的设定、重难点的把握、教学流程的设计，教学方
法的采用等等，无不以此为基点。所以，在备课时，我们一
定要深入理解挖掘教材。具体做法是：首先对文本“裸读”
二至三遍，形成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其次，参阅相关参考，广
泛收集资料;再次，对收集到的材料依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
进行大胆的取舍和整合。

2、新课程强调，教师应该“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所以教师不仅要精心处理具体篇目，更应该有课程意识，
有“大语文观”，着眼于整个语文的教材体系和学生综合素
养的全面提升，以更广阔的视野整合教材。

3、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有限的，只有发挥团队的优势，充分
发掘备课组每个人的智慧，才能取众家之长，补己之短。另
外，教师在处理教材，选择授课方式时，应当依据教材特点，
突破窠臼，勇于创新，敢于尝试，力争课堂有亮点。

4、语文学习应力求根据教材特点，联系学生生活实际，采用
形式灵活、方法多样的课外语文学习形式，适时举办一些语
文活动，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塑造学生精神。

1、课堂教学容量过大，学生来不及当堂消化吸收;探究问题
的时间短，不能进行深入的合作与探究。

2、多媒体辅助教学要注意不能过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
关注的更多应该是学习内容。

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在认识宇宙的教学中，我通过图片资料给学生视觉冲击，使
学生深刻感受到宇宙的迷人，宇宙的神奇，从而激发学习的
兴趣。然后通过一系列数字，震撼学生，使学生认识到宇宙
的浩瀚无边。

在教学这部分内容时，使学生认识到自古以来人类对宇宙探
索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介绍了中国对世
界航天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国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学生对于中国发射的
“神舟五号”“嫦娥一号”的事情有所知，但了解并不多，
结合此次教学，通让学生了解中国将在今年发射“神舟七
号”，将首次实现宇航员太空行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宇
航员还将登月考察！



不足之处：

这是一节继承展示课，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我们人类的科学家
们对宇宙的认识，在他们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宇宙认知体系，
但是学生收集的知识太少，光靠老师收集、展示与书上的知
识，面太窄，虽然也能达到一定的目的，但是，不利于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养，学生如果不会自己搜集、查阅有关的资料，
这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学生就学不会，更养不成习惯。所以，
我们老师以后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有加强的培养。

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探索宇宙》这节课，我利用图片与资料进行教学，不仅让
学生接触到的知识面更加宽广，而且更加的形象生动，便于
学生理解，比让学生阅读资料、汇报、讨论，不论在形式上
还是在内容上更吸引人。这节课给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几
个方面：

我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只起到主导作用，既不包办，也不
能不闻不问，使小组活动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达到预定的目
标。同时与学生间的谈话努力营造融洽、和谐的教学环境。
在这样的氛围里，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学生学习的情绪更
加高昂。

教师对整个活动应予以指导，给予适当调控。在活动前，教
师应讲解活动注意事项，提出研究问题；活动中，教师应作
为一名参与者进入学生的活动里，而且要了解各组学生的活
动进程；活动后，教师应组织学生有秩序的讨论总结。总之，
教师既不能占据课堂，又不能成为课堂上的摆设。

本课的教学，对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对
空间的想象和理解，学生是有较大困难的。这就需要老师借
助具体的实物材料、图片、多媒体课件、动画等手段，在学
生理解出现困难时，及时提供思维的支架，帮助学生逐步完



成空间概念的建构。

在教学人类对宇宙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重点介绍了
中国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自豪感，并通过大量文字、图片、视频让学生重温“神
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中国首次实现宇
航员太空行走”等事件，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此
次教学，让学生展望未来，了解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宇航员
还将登月考察，实现中华民族的登月梦想！

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1、重视动态生成，实现从“教教材”向“用教材教”的观念
的转变，在本教学设计中，先让学生从感知文本中提出问题，
然后将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归类，最后引导学生分组合作探究，
解决这些问题，变静态的预设为动态的生成，从而提高了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阅读教学过程发展个性。在本教学设计中，注意引导学
生查阅资料，共同释疑，课后探究，采用先问后引的教学策
略，学生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进行探究，既培养了学
生探索的兴趣，又发展了学生的个性。

3、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离不开
学生的实践活动，在本教学设计中，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
文本，走进生活，将学习知识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1、对教材的深刻解读和挖掘是优秀的课堂教学最基本的前提，
教学目标的设定、重难点的把握、教学流程的设计，教学方
法的采用等等，无不以此为基点。所以，在备课时，我们一
定要深入理解挖掘教材。具体做法是：首先对文本“裸读”
二至三遍，形成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其次，参阅相关参考，广
泛收集资料;再次，对收集到的材料依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
进行大胆的取舍和整合。



2、新课程强调，教师应该“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所以教师不仅要精心处理具体篇目，更应该有课程意识，
有“大语文观”，着眼于整个语文的教材体系和学生综合素
养的全面提升，以更广阔的视野整合教材。

3、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是有限的，只有发挥团队的优势，充
分发掘备课组每个人的智慧，才能取众家之长，补己之短。
另外，教师在处理教材，选择授课方式时，应当依据教材特
点，突破窠臼，勇于创新，敢于尝试，力争课堂有亮点。

4、语文学习应力求根据教材特点，联系学生生活实际，采用
形式灵活、方法多样的课外语文学习形式，适时举办一些语
文活动，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塑造学生精神。

1、课堂教学容量过大，学生来不及当堂消化吸收;探究问题
的时间短，不能进行深入的合作与探究。

2、多媒体辅助教学要注意不能过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
关注的更多应该是学习内容。

宇宙畅想曲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学习是相辅相成的，自然课的学习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科学习，
更为其他学科的学习做好教学铺垫，激发学生的学习科技的
兴趣。如何挖掘自然学科中的德育因素，如何做好课程整合
工作，开展有效作业是本学期我研究和思考的内容。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选自科教版《自然》五年级第二学期
第六单元《太阳系与宇宙探索》。本单元设置了三个主题：
太阳系、探索宇宙的工具、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本单元通过
观察、讨论、制作资料卡等活动指导学生了解人类对太阳系
的认识和发现过程的了解；通过观察、制作等活动，了解一
些探索宇宙的.工具和设备，初步了解我国在宇宙探索中的进
展；通过观察、阅读等活动，了解人类探索宇宙的历程，尤



其是中国探索宇宙的历程。在本单元，让学生了解一些科学
发现的故事、同时了解这些科学发展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从
而使学生乐于探究自然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