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 物体的运动方
式教学反思(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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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
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篇一

首先我是结合上节课的内容《物体的运动》导入的：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物体的运动。那么，你们仔细听，认真想，我们
的教室、屋子外都有哪些物体在运动？学生自由发言后，明
确自然界中绝对不动的物体是没有的。那么，它们运动现象
一样吗？学生回答不一样后，我接着说，这就是物体的运动
方式不一样，从而导入新课。

新课中，首先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身边的物体是怎样
运动的，学生自由发言，归纳出有的物体上下动、有的物体
左右动、有的物体绕着圈在动，然后通过“想办法让一根跳
绳、一卷透明胶、三根橡皮筋运动起来”的活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充分表达并引出“物体的运动
方式”的话题，在这一环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细致的处理，
通过让学生充分表达，详细描述，以使学生头脑中笼统的想
法转化为具体清晰的可操作的变量，为下面学习打好基础。

然后通过让学生寻找身边相同的运动现象归纳出物体的运动
特点，我随机引导学生概括出本节所学习的几种物体的运动
方式。引导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把手中的表格补充完整。
（每组完成一份教师课前准备的表格）。在这一环节主要是
为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学生汇报时我讲解了用怎样的符号表示物体的运动，
达到了让学生形象直观的掌握物体的不同运动方式的目的。



最后我安排了让学生用身体做出各种运动方式的游戏并加以
记录，这样做，不但巩固了本节所学的知识，更使学生意识
到科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认真
探索就一定能成为生活中的有心人，成为科学的探索者。

总之，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是接受的过程，更是发现和创造的
过程。因此，在科学教学中最好方法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
现、主动去探索，体验其独特的经历。

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篇二

首先我是结合上节课的内容《物体的运动》导入的：上节课，
我们学习了物体的`运动。那么，你们仔细听，认真想，我们
的教室、屋子外都有哪些物体在运动？学生自由发言后，明
确自然界中绝对不动的物体是没有的。那么，它们运动现象
一样吗？学生回答不一样后，我接着说，这就是物体的运动
方式不一样，从而导入新课。

新课中，首先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身边的物体是怎样
运动的，学生自由发言，归纳出有的物体上下动、有的物体
左右动、有的物体绕着圈在动，然后通过“想办法让一根跳
绳、一卷透明胶、三根橡皮筋运动起来”的活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充分表达并引出“物体的运动
方式”的话题，在这一环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细致的处理，
通过让学生充分表达，详细描述，以使学生头脑中笼统的想
法转化为具体清晰的可操作的变量，为下面学习打好基础。

然后通过让学生寻找身边相同的运动现象归纳出物体的运动
特点，我随机引导学生概括出本节所学习的几种物体的运动
方式。引导学生运用学到的知识，把手中的表格补充完整。
（每组完成一份教师课前准备的表格）。在这一环节主要是
为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学生汇报时我讲解了用怎样的符号表示物体的运动，
达到了让学生形象直观的掌握物体的不同运动方式的目的。



最后我安排了让学生用身体做出各种运动方式的游戏并加以
记录，这样做，不但巩固了本节所学的知识，更使学生意识
到科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认真
探索就一定能成为生活中的有心人，成为科学的探索者。

总之，学生学习科学知识是接受的过程，更是发现和创造的
过程。因此，在科学教学中最好方法就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
现、主动去探索，体验其独特的经历。

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篇三

科学学习不是告诉，而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与感悟。抓
住学生理解的疑惑之处，找一个问题让学生来辨，认知在行
动中提高，思维在辨别中清晰，能力在实践中发展。在循序
渐进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观察变得更加细致了，思考的角
度越来越宽了，对科学概念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了。

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篇四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任务之一，写教学反思能
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很多讲课技巧，来参考自己需要的教学反
思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教学中的导入方式教学反思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期听课比较频繁，在听了一个个教学活动时，我将目光射
向了各个活动的细节部分，因为各个细节将是汇集成功的关
键。下面是我对教学导入环节的一些思考与想法。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导入方式巧妙得当，就能充分
诱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产生强烈的探究
意向，从而为新的探索活动做好心理准备。同时，精当的导
入还是顺利导入教学的关键。尽管导入活动内容与活动目标
的不同而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各种不同的导入类



型在设计与实施中的基本要求师一致的。

1、我想，“导”要精彩。“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知者”，因此，保证教学的趣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导入
重在为幼儿创设一个愉悦和谐的学习氛围，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让幼儿愿学、善学与乐学。因此，导语要依据活动内
容力求巧妙、有趣，即能造成悬念，又富有吸引力。

2、我想，“导”要适度。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导入也
要讲就“度”，导入本身不是活动的主体，更不是活动的重
点，因此时间不易过长。导语力求精炼简洁，集中概括，不
说空话、废话，不作毫无意义的重复，点到为止，切不可喧
宾夺主。

3、我想，“导”要准确。导入方式很多，如讲故事、做游戏、
听音乐，甚至一句无声的体态语言等，但一切都要针对教学
内容、特点和幼儿实际。巧妙设计，且语言准确鲜明，主干
突出，不能脱离具体活动内容去盲目地追求形式上的新、奇、
特，避免走入“作秀”的误区。

书法收笔的方式教案篇五

根据本课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要求，结合新方案的指导思想，
设计了以下学习过程：

一、  设问导读，

二、自学检测，

三、巩固练习，

四/拓展延伸.通过设问导读，使学生在阅读课文的同时基本
了解了本课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利用自学检测掌握基本的基



础知识，再通过巩固练习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知识，最后将
学到的知识拓展延伸到生活实际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在整个
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小组活动气氛也很活跃，
学习效果也比较好。

这节课比较成功的原因是：

１．学生学习积极性高。

２．还给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

３．小组合作的比较有实效。

４．学习过程安排的比较合理。不足之处：个别学生对物体
的复合运动没有完全理解掌握，这也是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
要进行改进的地方，使每一个学生对某一概念、现象、规律、
结论等等，尽可能真正理解掌握，教师要多关注这些学生，
多提问、多指导、多检查。促使他们尽快提高学习效率。

总之，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教师的备课、教学设计、学生
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教师的指导等等，各个环节都很重
要，教师要不断地钻研教材，研究教法、研究学法，不断地
改进教学方法，总结经验，不断进行教学反思，确实把教学
工作做扎实，稳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