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个馒头教学反思(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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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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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馒头教学反思篇一

第二节消化和吸收的知识是以一个生活常见现象——“馒头
在口腔中越嚼越甜”引入，虽然这个现象同学们都知道，但
是用实验的方式来印证，学生们还是很兴奋，我用了一节课
的时间，让学生分两个小组来完成（男生一组，女生一组），
每个小组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负责准备馒头，另外两个
学生各取唾液2ml，这个过程比较难操作，主要是学生们觉得
让唾液从嘴中流出来脏，我让学生将舌头尖顶在下牙内，低
头，唾液自然从舌头的两边顺流下来，用小烧杯接住，同时
脑中想象自己很喜欢吃的一种食品，这样可以加速唾液的分
泌。取好后各组合作进行，将探究完成，其他同学对照课本
和同步学习，仔细观察这两组同学的.动作，如果不对，就记
下来，因为这个探究完成后，还有一个交流时间。

这节课进行得很热闹，但问题也很多，首先取唾液男生还可
以，但有两个班女生就是不好意思，结果半节课唾液都没有
准备好，中间再找别人取，还有学生在自己用量筒的时候，
这个2ml也把握不好，馒头也切得不够碎，分得也不是很无均
匀，在搅拌的时候，学生也没做好，有时把不用搅拌的搅拌
了，因为学生在做的时候很兴奋，但没有对这个探究理解，
虽然操作之前让他们看书了，我在旁边指导着，一节课的实
验总算是完成了，结果不是很明显，原因有很多方面。

最后先让操作的几个学生谈谈操作感想，其他同学再一起交



流这节课的收获及想法。

这节课不算成功，但学生体验了。以后再上这节课的时候我
也更有经验，应该在哪些地方加强。哪些地方放手。

六个馒头教学反思篇二

浅议案例教学在初中生物课教学中的运用

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漫

引言：在目前初中生物学教学中，教学方式仍然是以讲授式
为主，虽然在一些课中也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讨论交流，
但学生主动学习缺少，大多数学生缺少有独立思考，更少有
亲身去实践的。而生物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自然科学，
与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应用
案例教学，尤其在初中生物学科的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这
样使生物课的内容趣味化，不再枯燥；内容具体化，不再抽
象。寓教于乐，激发起学生学习生物的积极性，对培养具有
较好的知识应用能力，善于信息整合和创新的人才，是值得
我们去思考的。

一、案例教学法的概念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
（harvardbusinessschool）所倡导，当时是采取一种很独特的
案例型式的教学，这些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
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
堂讨论，实施之后，颇具绩效。对于教育案例的定义，人们
从不同的角度做出多种叙述。理查特说“教学案例描述的是
教学实践，它以丰富的叙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一些包含有
教师和学生的典型行为、思想、感情在内的故事。”1986年，
“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倡议将案例方法应用到教师教育
方案中，此后，各种研究者及教育者才开始把案例引人师范



教育和教师培训。对于案例教学法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
的权威定义。郑金洲博士定义为“通过对一个含有问题在内
的具体教育情景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景进行讨论
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与讲授法相对立。”换句化
说案例教学，就是运用“案例”开展教学的`一种方法，在教
师的指导下，根据课标定课堂教学目标，通过教学内容的需
要，设置一个或几个具体案例，引导学生参与调查、阅读、
思考、分析、讨论、表达和交流等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问
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和效果，
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加深
学生对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的一种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法在生物课堂上，就是通过对设计一个具体的生物
情境，让学生发现问题，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得出结论，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增长了学生的知识和
能力。(本网网)这样的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与现代科技、学
生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恰当地选择信息，
主动地采集信息，并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及实践能力，为学生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作必要的准
备。

二、案例教学具体应用

2.1精选案例激发兴趣。

精选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法的前提。例如在人教版七年级
上“生物的基本特征”一节，用了动物世界的开头作为案例
引导学生思考生物的基本特征有哪些？这样既真实又典型，
并且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
运用所选案例教学可以提供生动，真实的教学环境，给学生
造成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样的气氛中，学生能大胆交流，
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较多的展现自己的机会，在没有压力和顾
忌的良好心态下进行学习探索，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启迪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潜能。



例如在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讲述我国的动物资源时，用了
《可可西里》这部影片中的一个小片段并且讲述了一个故事
美丽的可可西里，一位老猎人，清晨起来，走出帐篷，看到
了一只肥硕的藏羚羊。出于猎人的本能，他很快取出猎枪，
而那只藏羚羊并没有出于求生的本能而逃离。面对老猎人的
枪口，藏羚羊两条前腿跪下去，眼里流出了热泪。老猎人开
枪射杀了这只跪着的藏羚羊事情本来可以结束了，可是这跪
着的藏羚羊怎么也不能拉起。老猎人用锋利的刀子剖开了藏
羚羊的腹部，看到了一只小藏羚羊。老猎人什么都明白了，
从此在可可西里再也没看到这位老猎人。学生观看后有了很
大的震撼……综上所述，案例的选择或编写应遵循原则：（1）
考虑具体的教学目标（2）学生的实际情况（3）当时的教学
环境（4）真实性（5）完整性（6）时效性（7）趣味性。

2.2运用案例，巩固知识。

案例教学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案例的运用的恰当与否是重
中之重。从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通过语言形式从听觉获得
的知识能记忆占15%，从视觉获得的知识能记忆占25%，而把
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能记忆的内容高达65%。

在初中阶段，学生的思维正从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一个过
度时期，而这个阶段的学生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有利于学
生对抽象事物的理解，教师也能更好的缓冲难点和突出重点。
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既提供了教学的素材，也为教学内容的
呈现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的互动，
对案例的理解具有开放性师生在交流中达成共识，有利于巩
固学生知识。在案例呈现时，教师提供必备的背景材料，建
立学生的一个框架。案例教学法通过视觉材料、经过分析，
将书本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利用知识分析说明与
复杂多变的生物知识获得，对所学知识的会有深刻的理解。
因此，案例教学获得的知识是内化了的知识，是在“实践”
中获得的，是能理解的、能驾驭的知识，是有着真实背景的
知识。



在人教版七年级上，《植物的生活需要物质和能量》，在学
习能量转化器的概念时，先让学生看一个大力水手的动画片
入手，先请学生观察动画片中的人物是谁？让他们讲出这个
人物最喜欢的一句话，通过这句话同学们知道了什么？使他
们获得了能量的概念，也了解能量可以转化的知识。从而导出
“能量转化器”的知识点，为教师下一步的教学铺设了“平
台”。

在人教版七年级下，“探究酸雨的危害”案例，通过书上案
例让学生了解了酸雨这种自然现象，同时给学生一个信息的
传递，生物的生存依赖一定的环境；生物圈是人类与其他生
物的共同家园；人类的活动严重影响了生物圈；在人为模拟
的情况下，可以再现自然过程，方便观察和实验研究；安全
实验的技能。从而使学生巩固了生物圈的知识，并且又明确
了在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来得到结果。因此，
案例的运用在学生的生物学习中，既能让学生掌握，又能巩
固。

2.3分析讨论案例，提高能力。

引导学生分析案例。使学生产生疑问，在此阶段，教师要学
会设问。设计的问题不能简单要能激发学生的思考，难度适
中。案例分析、讨论过程是集中学生集体智慧，解决案例，
也是案例教学的核心环节。

讨论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操作方式可以灵活多样，通过个
人准备、小组讨论、集体辩论、角色扮演、现场考察等。案
例讨论的过程有不可预测性，由于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求
学生直接参与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评价，这就为锻炼、提
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创造了条件，不拘泥于书本知识，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
维。初步领会和理解案例中所包含的理论知识，从而获得思
维上的深化，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培养。



例如在讲述环境保护时展示了以下案例。

保护我们的“水缸”阿哈水库。

阿哈水库是贵阳的三个“水缸”之一，周边树林环绕，风光
如画，景色十分秀丽。鱼类资源丰富，青山滴翠，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开始阿哈水库的水情况开始逐年恶化，到九十年代
阿哈水库水变色，甚至有恶臭散出，一些区域鱼虾绝迹，鱼
类资源己近枯竭，两岸出现荒山秃岭，近几年为了保护水库
的水资源，也为了保护我们的“水缸”，国家开始治理阿哈
水库。阿哈水库的这些变化给周边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
变化。

问题1:阿哈水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

问题2:保护阿哈水库我们该怎么样？

学生通过两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了解自己生活的区域对其他
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其能思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2.4、教学反馈、理论升华。

课堂教学是一个信息的接受、传递、处理、反馈的过程，通
过教学反馈，既能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又能够使今
后的教学更有针对性，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做好铺
垫。通过前面环节，教学目的己基本达到。但实际生活中的
案例不可能面面俱到，不会涵盖教学内容的所有知识点，需
要教师在学生对案例的分析、讨论、总结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结合案例所涉及的知识对教学内容，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
性认识，从而掌握教材中的生物基本原理、规律和方法。

当然任何教学的方法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如上所述，案例教
学法也还有待完善。但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它是其它
方法不可替代的。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从基础知识的



传授，转移到运用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上
来。使课堂教学社会化，具有时效性和趣味性，并贯彻学以
致用的原则，值得我们去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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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馒头教学反思篇三

1）处理好教学过程中的放和收新教材中探究活动较多，旨在
培养学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多角度多渠道创
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学素养，使学生在实践体
验中获取知识。探究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需要学生在课
外进行一段时间的实验观察、记录、分析后得出结论；有的
则要求学生课堂上完成整个探究实验的全部过程。本节课
《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就是属于后者。短短一堂45分
钟的课，要完成整个探究实验的全部过程，有一定的难
度；45分钟，也不可能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此
时教师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放和收的关系，教学设计上应有
所取舍，有所侧重，要明确本节课主要是培养学生哪几方面



的能力、教学时间安排上侧重于哪些部分。针对初一学生的
实际情况：年幼，很难要求他们在课堂上短时间内凭空想出
一个与众不同的探究实验方案。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引导
学生充分利用课本资源，组织学生针对书本上的实验设计进
行讨论，明确实验原理。在此基础上，再鼓励学生大胆地去
设计自己有创意的探究实验。教师将重点放在实践体验过程
和交流过程：让学生积极参与实验，在实验过程中获得体验，
在体验中使知识得到内化，在交流中展示学习的收获，得到
老师和同学肯定。

2）设计开放式的实验场地开放性实验场地的设置可以给学生
提供选择和处理实验材料的机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对科学的严谨态度。教师在进行本节课的实验设计时，
将所有的实验器材放置在实验室的两边，（刻意设置了两个
实验陷阱：100摄氏度、37摄氏度的水浴、0摄氏度的冷水；
大小不一的试管）让学生自主地选取器材进行实验活动，为
学生提供了利于创新的实验条件。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有的
学生选取了大小不一的试管；有的几支试管都没有贴标签；
有的将试管都放入了100摄氏度的高温水浴中。有的在参考书
本的设计上有所创新：在试管中加入了大约1ml醋，发现唾液
在酸性环境中，作用降低；加入了一半唾液一半清水，发现
唾液的浓度会影响淀粉的`分解；有的直接在口腔中进行，发
现在口腔含着的馒头分解的速度比在口腔里用牙齿咀嚼、舌
头搅拌后的馒头分解的速度慢……探究实验的目的并不在于
得到全班同学统一的结果，而重在使学生真正参与探究过程，
在实践中获得具体的经验体会，让学生懂得科学的探究方法，
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让他们的创新意识得到发挥，这可以
让学生受益终身。

3）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引导学
生进行探究活动，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再运用知识去解释生
活现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
用知识的能力，形成学生主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发现问题的良性循环，利于迁移能力的培养。教师平时



应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生活体验有所了解，教学时从学生
的生活实际入手，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同时还应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日常生
活现象，使学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自觉地运用知识，学以致
用。本节课开始就是从平时我们咀嚼馒头会感觉到有甜味，
引入问题：“馒头为什么会变甜？”“馒头在口腔中发生了
变化吗？”“什么使馒头在口腔中发生了变化？”然后通过
一系列的探究实验得出：馒头在口腔中发生变化是与唾液的
作用、牙齿的咀嚼和舌头的搅拌都有关。在最后又提
出：“为了让唾液、牙齿、舌头在口腔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们平时吃饭时要注意什么？”（学生答：细嚼慢咽！）。
在实验中有同学发现唾液稀释后，对淀粉的分解作用降低，
从而得出：“平时吃饭时，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不利
于消化。”……问题来源于生活，回归于生活，应贯穿整个
探究实验过程的始终。

4)体验成功，鼓励创新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初一
学生年纪小，好奇心强，而好奇心正是创造性思维的萌芽，
表现为探究过程中的“好问”。对于学生的好奇心，教师要
及时进行捕捉，予以保护，并使之深化。例如：本节课中有
学生问道：“加入醋，唾液还会起作用吗？”、“唾液如果
变稀了，对淀粉分解有影响吗？”、“不放在水浴中，直接
在常温下进行实验有什么不同吗？”“可以直接在口腔中进
行实验吗？”……此时教师可以不直接回答，而是鼓励他们
用实验去验证。对于这些有创意的想法，教师要及时给予鼓
励，在课堂上营造一种敢于创新、乐于创新、积极创新的学
习氛围，拓展创新意识的培养空间，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

对于学生在探究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教师不应随意
地进行否定，要善于引导学生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问题，
发现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闪光点，并及时予以肯定，使学生
获得成功的体验。形成良好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学生学习兴趣
的培养。例如：本节课中有一组学生将三支试管全部放入100
摄氏度的热水中加热，10分钟后滴加碘液发现三支试管全变



蓝了，与别的小组实验结果都不同时，他们很失望，认为自
己失败了。这时候教师并没有否定他们，而是微笑着拿起这
三支试管，请全班同学一起帮他分析“为什么这三支试管都
变成了蓝色？”经过讨论分析后得出：原来他们将试管全部
放入100摄氏度的水中加热。这时老师又问：“从他们的结果
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学生回答：“唾液在高温下
不能使淀粉分解。”老师：“虽然这一组同学模拟的不是口
腔中的环境，但是却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唾液在
高温下不能使淀粉分解。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
老师也希望你们再尝试如果将它们放入37摄氏度的温水中又
会有什么不同？好吗？”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探究实
验过程是学生实践体验的过程；是学生创造意识得到发挥、
创造能力得到培养的过程；是学生科学素养形成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尊重学生，
鼓励学生有独到的设想、与众不同的创意，允许学生在实验
过程中“失误”，杜绝从语言或行动上挫伤学生的积极性，
不能使学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鼓励学生别出心裁、
标新立异，努力创造新情境、培养学生独特的思维能力和创
造能力。

六个馒头教学反思篇四

《穷人》教学反思《穷人》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和学生的现
实生活不太接近，孩子们领悟的时候还是有必须的难度的。

1、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

2、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

3、该怎样对渔夫说？

然后去步步明白课文，从“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去领
悟课文的第一部分，体会到桑娜一家的穷，日子的艰难以及
桑娜和渔夫的勤劳；从“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去第二部



分的资料，去来体会桑娜抱孩子过来只是处于善良的本能，
尽管忐忑，尽管前途未卜，但是还是把孩子抱了过来；
从“该怎样对渔夫说”去领悟渔夫回来后他们的对话，去体
会渔夫也和桑娜一样——善良。这样，这篇课文虽然长，但
是，却能抓住重点展开教学。

但是，我仔细斟酌了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小说故事，
如果从桑娜的心理活动入手去引导孩子们领悟课文，这样把
课文肢解了，故事显得不完整。于是我重新修改了教案。

我按课文的顺序引导学生去领悟课文，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
学。教学中住住描述环境和心理活动的句子引导学生去品读，
去体会。

学完这篇课文共用了3个课时，我觉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主
要表此刻这几个方面，其一是学生领悟兴趣没有被调动起来，
虽然这是一个小说故事，但是故事性并不强，重在细节描述。
我在教学中没有采取比较用心的措施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其二是没有真正引导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描述桑
娜抱回孩子后的心理活动是极有特色的，但是，我引导无方，
将教学变成了冗长的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学生都索然
无趣，而我教师在课堂上也是惶惶的，始终没有使自我的心
沉下来。

教学效果不好主要原因还是我在课前没有仔细地研读教材，
虽然这是一篇老教材，我也比较熟悉，但是，这篇课文的教
学我没有找到最优的教学方法。这篇课文我就应反反复复地
读，读出新意，读出味道，这样教学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
事半功倍。

六个一材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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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馒头教学反思篇五

在进行本课的教学活动的时候，我首先让学生将自己携带的
发霉的馒头展示给大家看。这样抛砖引玉，问：你们在生活
中，看到什么发霉了？是什么样子的？这学生就纷纷举手汇
报自己的发现。然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好的一个
馒头会发霉呢？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想。这样时候我找同
学进行汇报其搜集的有关霉菌的资料。但是在课上学生没有
充分地进行这项工作。因此我只有自己介绍有关真菌和孢子
的知识和内容。现在想来，对于学生进行作业一定积极的要
定并且之后予以评价，对于经常不参与活动的学生要积极的
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学习和搜集资料的观察。

然后我问到学生：我们知道种子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
芽生长？那么孢子在什么条件下发芽生长呢?学生进行各种各
样的猜想。最终学生得到了四个猜想温暖，潮湿、阴暗、有
空气。然后我指出同学们都认为在温暖的环境中容易发霉，
那么我怎样进行验证这个条件呢？然后我组织学生进行设计
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在学生设计的过程，我们安排学生进
行进行小组交流，现在想来我需要进行学生进行讨论交流这
样更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探究的积极性。



最后学生回答需要进行对比实验进行操作验证。然后学生回
答对比实验的做法。

有这个设计的经验，学生对于设计其他的实验方案都有较为
容易的设计。我因此安排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但是我发现学
生似乎对于这个实验设计感觉太简单，没有积极的进行。我
组织学生进行汇报的时候，学生的汇报很是比较的让我满意。

这节课就这样结束了。自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