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汇总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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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一

二力平衡与相互作用力的区别，向来都是教学中的难点，学
生不易理解，今天刚学习明天可能就给忘了，总是弄不清楚。

在授课中，我以讲台上静止的书本为例，讲解二力平衡。为
了避免与相互作用力的混淆，对书本进行了受力分析，得出
重力和支持力是平衡力的结论，学生是理解了。但测试时，
一但遇到选择题中有平衡力与相互作用力等选项时学生还是
混淆这两个问题。为此，在进行试卷讲评时，我换学生自己
为受力的研究对象，当人站立在地面上时，学生亲身感受到
了所受到的各种力，进行受力分析，并且将各个力进行比对，
指导学生分析哪些力是二力平衡，哪些力是相互作用力；具
体方法是：

（1）请同学们站立，明确研究对象：人所受到的平衡力；

（2）对自己所受力进行分析，并说出来；

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对受力分析有了基本的认识，大多数
同学能够区分这两个概念，突破了这个学习中的难点。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二

二力平衡与相互作用力的区别，向来都是教学中的难点，教
师难讲好，学生不易理解，具体问题分析经常张冠李戴，闹



出很多笑话。

在授课中，我以桌子上书本为例，讲解二力平衡平衡，为了
避免与相互作用力的区别，进行了受力分析，但学生还是混
淆这两个问题，造成了教学过程( )中的难点，严重阻碍了学
生正确分析力学问题；为此，在习题课上，我换学生自己为
受力的研究对象，当人站立在地面上时，学生亲身感受到了
所受到的各种力，进行受力分析，并且将各个力进行比对，
指导学生分析哪些力是二力平衡，哪些力是相互作用力。

（1）请同学们站立；

（2）对自己所受力进行分析，并说出来；

（5）比对二个物理概念，进行距离练习，巩固提高；

通过这样的练习，学生对受力分析有了基本的认识，大多数
同学能够区分这两个概念，突破了这个学习中的难点。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三

复习是基础，探究是关键，树立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家园意
识是本堂课的情感目标。本节教学的难点与重点是探究生态
失衡的原因，在教学过程中，我重视多媒体的运用。

我收集了大量的图片向学生进行展示，使学生明白原来草原
上的生态不平衡和沙尘暴的形成都是和人们的活动有关的，
而且明白一旦环境遭到了破坏想要恢复原来的平衡那就不是
一年二年那么简单的啦!这样一方面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困
难，解决了教学的重难点，也让学生观察到直观、生动的画
面，给他们的视觉和心灵上都有了一个很强的撞击。特别是
针对我们的学生普遍存在一种想法：“沙尘暴等环境问题与
我们还很远，跟我们关系不大”的想法，我出示家乡乍浦存
在的环保问题，如河水发臭了，垃圾增多，烟囱冒出的烟很



黑等。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如何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家园。

整堂课，学生精神饱满、讨论热烈、情绪激昂，时而为人们
的行为而愤恨、时而为环境的恶化而担忧、时而为自己肩负
的责任而振奋!这堂课的作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课堂的范围，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四

本节课采用预习、展示合二为一，把本节知识分成五个知识
点：知识点一是平衡力的概念；知识点二是二力平衡的条件；
知识点三是相互作用力与二力平衡的区别与联系；知识点四、
知识五分别是二力平衡的应用。

本节课的成功之处是：一是学生能事先预习，完成学案；二
是学生能敢于自己动手做演示实验；三是学生敢于展示自己
的风采，能在小组内组长的带领下，自行分配任务，组长教
会组员，起到兵教兵的目的。四是学生乐于参与，几乎全员
参与展示。

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实验，通过自行讨论，总结观察结果，归
纳实验结论，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但不足之处也很多，
试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学生刚刚采用“三三四”教学模式，学生在展示时
显得拘谨、生涩，语言不很流畅。而且有的学生怕忘记自己
的分配任务，事先写好稿，而在展示时不能脱稿展示。

二是学生尽管分成了六个学习小组，但要想采用“兵教兵”，
仅靠别组同学说一遍就达到会解题的目的显然不够。所以，
没有达到小组帮扶、结对子的作用。当别组同学展示完某个
知识点时，帮扶小对子没有重新讲解巩固的过程，这样印象
不深刻。



三是没有学生质疑的过程。三三四教学模式重视对学生质疑，
创新能力的培养，目的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学生能够
质疑，但在讲课中发现，很少有同学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在某小组在展示时，其他组的同学很少提出疑问。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五

生态平衡一课是科学第12册中的一节课，处于全册第四单元
的第四课，也是本单元的重点，本科以前三科为基础，引入
生态平衡的概念，通过引领学生认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分
析生提案失衡的危害性，带领学生学习环境科学的初级知识，
倡导保护环境，共同维护生态平衡。

深入研究了本科的教学目标，我进行了本科的教学设计，课
堂教学中，我认为两个环节设计特别合理，有效的使学生理
解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能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造能力。

环节一，引导学生自主提问。

教学中，我利用多媒体课件出示一张食物网，让学生结合前
三课所学知识：寻找生物的家园、有趣的食物链、有利于生
存的本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提出与生态有关的有价值的科
学问题。

让学生自主提问，起初对于学生来说是个难点，提问并不难，
难的`是这样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在教学中，我始终注重培养
学生的科学素养，引导他们提问，教会他们提问，现在的课
堂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总能紧扣中心，揭示中心。使学生不
但能用科学的眼光看问题，同时能用科学的思维想问题。

有趣平衡的教学反思大班篇六

根据我们学校的具体特点和学生对生态系统的理解程度，为



避免学生讨论内容的肤浅、深度不够，我在教学《维护生态
平衡》时着重做了以下2点：

一、利用问题给学生思维的空间：因为学生对草原、对沙尘
暴不是很了解，这也为他们得讨论提供了更广阔得思维空间，
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
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可以引起所有的学
生参与到讨论之中去！结果我幸喜地发现：参与讨论的学生
多了，他们的观点差异也就大了，激起了学生们思维的冲突，
求异思维也就越来越丰富，课堂生成也就丰富多彩，这样的
课显得精彩亮丽。

二、利用多媒体帮助学生思维：我们学校由于地处江南地方，
学生不了解草原，也不了解沙尘暴的危害，因此我就利用多
媒体的优势，收集了大量的图片和相关的视频向学生进行展
示，使学生明白原来草原上的生态不平衡和沙尘暴的形成都
是和人们的活动有关的，而且明白一旦环境遭到了破坏想要
恢复原来的平衡那就不是一年二年那么简单的啦！这样一方
面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困难，解决了教学的重难点，也让
学生观察到直观、生动的画面给他们的视觉和幼小的心灵上
都有一个很强的撞击，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学生中普遍都有的
一种想法：“沙尘暴一般都发生在我国的北方，而我们是江
南，跟我们关系不大”。我就利用多媒体便捷的优势，把我们
《扬子晚报》关于我省遭受沙尘暴影响的资料直接展示给学
生看！当大家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有的脸露惊讶、有的则表
现出了一丝恐惧。最后讨论时播放的轻音乐《回家》，意在
让大家知道：动植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保护好他们
生存的环境，让他们回到以前那样美好的家园，和我们一起
和谐的生活！！！

我想这就是多媒体的作用吧！其实这也是我作为一名科学教
师想看到的，至少这样能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一个深刻的
记忆！并能在今后自己的一些行为中能注意到保护环境，这
是科学课的目的，也是我们做教师想要得到的效果，当然光



靠一节课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在课的结束时候用幻灯打
出了一行字，希望和大家共勉。我相信今天的课一定会在学
生的心灵深处种下一颗环保的种子，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是一
名环境保护者！

纵观整个一堂课，学生精神饱满、讨论热烈、情绪激昂，时
而为人们的行为而愤恨、时而为环境的恶化而担忧、时而为
自己肩负的责任而振奋！我想这堂课的作用已经大大的超出
了课堂的范围，我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学生一定会把他们今天
自己的感受用自己的方式向其他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也一定
会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