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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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篇一

这一课是大象版五年级科学第二单元第1课，本课教学“气
象”的认识，以及让学生编辑《气象科普小报》计划，重点是
“气象”的认识，难点是编辑《气象科普小报》计划。我通
过班班通设备用图片的形式结合讲解让学生认识“气象”概
念；通过小组讨论进行合作，完成计划的制定。在教学中，
为了渲染气氛，在活动“呼风唤雨”中，我让学生小组或个
人进行表演，学生们表演有“风”、有“雷”，活跃了课堂
气氛。五年级的一级目标为“表达与交流”，本课我让学生
在制定好《气象科普小报》计划后，进行交流，同时对交流
优秀的小组，给予奖励。

本课不足的地方，有3点：

1、课堂气氛还不够很活跃，教师的语言应再简洁和规范些。

2、“教学目标”应改为“学习目标”。

3、计划的制定，有些学生还不够熟练。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原本打算让学生首先做一个简单的相机镜头，通过模
拟模拟镜头，观察镜头成像，探究相机的成像原理。但是在
设计的时候，由于的制作比较的麻烦而且凸透镜缺乏，因此



我在上节课的布置了在课下事先按照相关的步骤用自己准备
的材料做一个。但是在上课的时候，学生的几乎都没有带来。
我问他们为啥没有做呢？学生说家里没有凸透镜，因此没有
办法进行之中。不得已本节课只能用我做的镜头，学生进行
观察，然后得出照相机的成像原理。但是只有一个，学生不
可能都进行观察操作。我想这节课的改进的之处还是由老师
准备凸透镜，学生准备相关的卡纸，双面胶，透明胶带等。
然后还是在课堂上进行制作，然后用制作的凸透镜制作的镜
头，探究照相机的成像原理，然后通过镜头和眼睛结构的对
比，得出眼睛的成像原理。本节课的关键是学生进行探究凸
透镜的制作的相机镜头的成像原理。这是一个学生需要探究
的的重点，而且是学生的学习的难点的地方。我想在以后的
教学能够在本节课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这个做的话，一定
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组织的实施过程中，我想应该首先准备好凸透镜等材
料，其次是制作方法需要老师进行指导。我想凸透镜由学校
的老师进行用相关的放大镜进行准备，然后学生在探究过后，
可以收取上来进行展示。制作方法的教学是个重点，为了学
生能够高效制作成功，提高学生的制作效率，这个部分需要
老师进行精心指导，但是也不排除学生的新颖的制作方法。
然后就是镜头的原理原理的探究，这里需要学生小组在组长
的组织下进行现象总结和结论得出。因此小组长的作用和职
责需要加强。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篇三

这节课前要求学生准备了蚯蚓、盒子、泥土，结果，由于我
没有说清楚需要干的泥土，学生带来的都是找蚯蚓时，蚯蚓
生活环境中那些湿的泥土。对实验蚯蚓会选择怎样的泥土生
活带来了困难。那些天也正是下雨，校园内干的泥土还比较
难找，可真是把我难住了。在做蚯蚓对光的选择时，课前我
提醒了学生带鞋盒，一边挖了孔，觉得这个装臵挺不错的嘛，
可是蚯蚓一点不买账，在盒子中间不爱动，有的甚至爬到了



盒子角落缩在那。在巡视的过程中看到了这个现象，当时就
不知道怎样清楚地解释了，还是有位学生说：“角落里黑，
蚯蚓喜欢黑暗的环境。”我就马上夸奖他“你说得很好！”

虽然这节课上两个实验都不是很成功，不过学生在寻找蚯蚓
的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蚯蚓生活的环境，再加上三年级已经
学习过蚯蚓，这节课内容对他们而言就是非常简单了。以后
布臵实验器材时还是要考虑仔细，还需要根据天气原因适当
调整课程内容。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篇四

《光的反射》这节课是研究光在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会怎么
样。对于本课，我把学生的学习目标定为四个：

1、光的反射的定义

2、反射光是怎样传播的

3、光的反射的应用

4、光的反射的危害

课前先是照亮三个目标的活动，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学生都
乐于参于其中，第一个活动用手电筒照亮书本，第二个活动
是把书本立起来，让学生思考如何照亮书本，第三个活动增
加了难度，让学生用手电筒照亮书本后面的玩具。我并没有
多说什么，让学生自己去实验，去想办法解决难题，并且让
学生自主选择实验材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一直在
动手电筒和书本的位置，导致有些学生不能够想到用镜子这
一实验器材。在我强调手电筒和书的位置不能动时，他们想
到了照亮目标的实验方法，并且实验完成的快速并且准确。
我意识到，学生在实验前，老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确实验步骤，
更要让他们清晰实验的注意事项。老师也要走到下面去观察



他们的实验情况，个别小组有问题时要给予纠正，对于共性
的问题要及时解决。

三个活动结束了，对于光的反射以及光的反射过程中的传播
路线掌握巩固了之后，我们要通过生活中的例子出示，让学
生更加掌握光的反射原理。通过额镜和汽车后视镜，通过看
教室墙壁的比较，通过日光灯灯罩的观察，让学生了解光的
反射原理对于生产生活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学生思
考、回答的问题很多。学生能够说的，让学生去说。学生回
答不出来的，老师再去讲解。对于学生的回答老师也要做出
准确、及时的评价。

科学在身边无处不在，只要你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课后请
同学们多多观察，看看生活中还有那些现象用到了光的反射
这一原理。

四下科学月球教学反思篇五

本人今年任教五年级两个班的科学，从平时的教学中发现教
材中的一些实验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有的因为材料难寻无
法开展；有的因为效果不佳大费周章后反而事倍功半，收效
甚微；有的因为浅显易懂易做，反使学生兴趣不浓、热情不
高。针对以上种种情况我灵活处理，有了一些想法，在实际
教学中使用也颇感得意。

一、关注教材本旨，做到“换汤不换药”。

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七色光》一课中要求学生运用脸盆、
镜子、电筒、白纸来“制造彩虹”。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因
电筒不亮，或者水不够深，或者角度不对等原因制造不了彩
虹。不仅如此，好动的孩子们总是会把水泼洒到桌子上，造
成混乱，破坏课堂正常的教学秩序。而我在上这一课时采取
的制造七色光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有效。在教学中，我引
导学生用塑料尺子和白纸制造七色光，要求学生将尺子在阳



光下旋转，观察：哪个部位产生的七色光？思考：这个部位
有什么特点？这样孩子们很快发现它们的形状和三棱镜的相
似，这就是光的折射现象；原来阳关被折射分解成七色光的。
不仅如此孩子们从中也发现科学现象就在身边，只是没有发
现罢了，启发孩子们要善于观察。

二、关注学生能力，做到随机应变。

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简单电路》一课中仅仅要求学生能
安装一个简单电路并在电路上安装一个开关。这对于生活中
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太容易了，他们有的是动手的机会，对简
单电路的连接有大半以上的男孩子玩过了。如果照着书本进
行实验，孩子们只会索然无味，更不会动脑经想办法，或者
是坐下来讨论讨论。于是，我旋序渐进，不断增加难度，随
时吸引这学生，调动着他们的积极性。难关一：教室内四盏
灯一个开关控制，你们能让两个灯泡一个开关控制么？难关
二：红绿灯一亮一不亮，你忙能做到们？当学生解决难题时
会很有成就感，在此基础上表扬学生，鼓励进入下一个难关。
即使没有成功也是虽败犹荣。我想对这样有挑战性的学习，
学生才会有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