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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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篇一

1、知识与技能

a、初步认识物质的形态及形态及变化,物质的属性及结构等内
容,了解物体的尺度,新材料的应用等内容,初步认识资源利用
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b、初步认识声光电等自然现常见的现象,了解这些知识在生产
和生活中的应用。

c、初具了解物理学及其相关技术中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能意
识到科学发展历程的艰辛与曲折,知道物理学不仅物理知识,
而且还包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2、过程和方法:

a、经历观察物理现象的过程,能简单描述所观察的物理现象的
主要特征。有初步的观察能力。

b、能在观察物理现象或学习物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

c、通过参与科学探究活动,学习拟订简单的科学探究计划和实
验方案,能利用不同渠道收集信息,有初步的信息收集能力。



d、通过参与科学探究活动,初步认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学习信息处理方法,有初步的信息处理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能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初步领略自然现象中的美妙与和谐,
对大自然有亲近,热爱和谐相处的情感。

b、具有对科学的求知欲,乐于探索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物理
道理。

c、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能体验战
胜困难,解决物理问题的喜悦。

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

1、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只有处于积极状态,经过认真的观察、
实践、思考,才能体会物理现象中蕴含的规律,产生探究物理
世界的兴趣,理解所学的物理知识,获得相应的能力。教学中
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愿望,鼓励他们发现问题和提出
问题,指导他们学会适宜的学习方法,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2、要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特征,了解他们的知识、能力基础,
从实际出发进行教育,并且根据他们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教
学安排。由于学生的基础差异比较大,所以要注意因材施教,
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

三、教改具体措施

1、鼓励科学探究的教学

在现代社会和科学工作中,个人之内与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是十分重要的,要注意学生这方面良好素质的形成。



2、帮助学生尽快小入自主性学习的轨道。

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自己进行知识模地的构建,而不是去
复制知识,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

3、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

4、加强与日常生活,技术应用及其他科学的联系。

由于物理学与生活、社会有着极为深密和广泛的联系,困此在
实际教学中,要结合本地实际,进取学生常见的事例,尽可能采
作图片、投影、录像、光盘、cai课件进行教学。

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篇二

好的情境引入不只是一个教学的开始，可以说是教学成功的
一半。有时候用一个学生司空见惯但不引人注意的生活上的
小问题引入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细胞，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课堂上接着展示三组大小不同的`铁螺母、木块和橡皮泥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发挥学生认知的主体作用。实验前
做一下简单的演示，提供一点帮助，对老师来说只是举手之
劳，但对学生的认知、操作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
提出实验中的思考：物体在水中的上浮和物体的大小有关吗？
物体在水中的下沉和物体的大小有关吗？使学生的探究目的
明确。在充分动手活动后，让学生交流实验中观察到的现象
和问题，发现了物体在水中的上浮、下沉都和大小、轻重没
有关系，而和物质的种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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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篇三

第五章人体废物的排出第一节尿的形成和排出（人教版）

一、教学目标：

1．学生能描述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概述尿液的形成和排出
过程。

2．学生能根据实验数据进行初步的科学推测；认同排尿鲍意
义。

二、教学重、难点

1．学生能概述尿液的形成过程。

2．学生能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整体、从数据到结果，推
测尿液的形成过程，并形成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基本观点。

难点：学生对肾小球的过滤作用和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理解
不够（因为这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

三、课前准备：

教师：泌尿系统模型、多媒体课件、投影仪、投影练习题。

学生：教材、笔记本、了解有关肾脏方面的疾病及症状。

四、教学方法：运用启发、观察、对比和综合的方法，采用



展开式网络知识结构教学法进行教学。

五、教学过程：（1课时）

引入：同学们在每天的课间时不时地都要往一个地儿去。这
地儿是哪里？去干什么？人为什么要排尿、排便？引导学生
阅读本章引言。一个人只要是活着，每天都要从外界摄取什
么，同时体内会产生什么？人体内会产生哪些废物呢？人体
内废物过多会怎样？出示泌尿系统多媒体课件。

正课：指导学生看书80页观察与思考，提问：泌尿系统由哪
些器官组成？各有什么功能？尿是在哪儿形成的？这个器官
与血管相连吗？有哪些血管？你认为尿液的形成与血液循环
有没有关系？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提出疑问，给予评价，
并鼓励其他学生回答。在总结后质疑：尿液在泌尿系统中是
怎样形成的呢?再次提问肾脏的作用，引出尿的形成。

出示动态的从肾剖面到肾单位的放大的`课件，结合课件讲述，
通过提问，引导学生认识肾和肾单位；提问：你能大致描述
肾的内部结结构吗？采用竞赛方式，鼓励学生参与探究并对
学生的描述给予积极评价。质疑：血液流经一个肾单单位的
过程中，血液会不会发生变化，血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指
导看书82页资料分析，引导学生进行推测。展示肾的内部结
构课件，帮助学生理解肾小球、肾小囊壁和肾小管的功能。

引导学生：比较血桨和肾小囊中液体的成分有什么变化，这
说明肾小球和肾小囊壁有什么作用？在肾小囊中出现葡萄糖
而在尿液中却没有，这说明肾小管有什么作用？比较尿液和
血浆的成分，你认为排尿主要排出哪些物质？引导学生阅读
课文第82页第一、二段，理解尿的形成过程，并鼓励学生提
出问题，对学生的质疑给予积极评价，并鼓励其他学生解答。
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83页第二、三段内容，再次出示课件，
帮助学生理解尿排出的过程和意义。



当人们患病时，医生往往会检验病人的尿液。你学习了本节
课的知识后，想一想这有什么道理？在某人的尿液中发现有
较多的蛋白质，想想看这可能是肾的哪一结构发生了病变？
如果发现有葡萄糖呢？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六、板书设计：第五章人体内废物的排出

第一节尿的形成和排出

一、泌尿系统的组成：肾脏（产生尿液）、输尿管、膀胱
（暂存尿液）、尿道

二、尿的形成：肾小球（滤过作用）

皮质肾小体肾小囊（重吸收作用）肾单位

肾脏髓质肾小管

肾盂

二、尿的排出

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

七、课后小结：

1、一个课时比较紧，可以增多半个课时。

教学教案录入：admin责任编辑：admin

第五章人体废物的排出第一节尿的形成和排出（人教版）搜
集整理，,请注明出处!



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篇四

《猎人海力》是一篇精读课文。这篇课文主要写了海力布救
了龙王的女儿，得到了一块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后来为
了救乡亲们，他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乡亲们，自己却变成了一
块石头的故事。赞美了海力布热心助人、舍己救人的高贵品
质。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本文为民间故事，充分
体现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的特点，并带有神话色彩。
运用多种描写手法，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教学本节课时在了解海力布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引导学
生把握重点词语和重点句子，效果比较好。

成功之处：这篇文章的故事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我抓住
这个特点，引导学生从课文内容入手，通过了解事情的起因、
经过和结果来让学生理解课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不足之处：在教学中，我注重学生自学。我通过设计问题，
并让学生用合作探究的方式解决问题，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不足之处在于，对于让学生复述的环节，我指导得有点多，
限制了学生的合理发挥，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有所改进，让
学生成为真正的主人。

第一节细菌教学反思篇五

《物体的质量》教学反思

实验组高文东

质量及其测量历来是物理教学的重点，一是由于质量是物理
学中的一个重要物理量，而且用天平测质量是学生必须掌握
的基本技能；二是由于质量的学习是学习密度的基础。

《物体的质量》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是：知道质量的.初步概念



及单位；知道质量是物体的一种属性，不随物体的形状、位
置、状态的改变而改变；掌握托盘天平的使用方法；培养学
生细致、严谨的实验习惯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以前，我常用2个课时完成这节课的教学，第1课时学习质量
的初步概念及单位和托盘天平的结构；师讲解托盘天平的使
用方法和师示范操作用托盘天平测物体的质量。第2课时学生
分组用托盘天平测物体的质量。第1课时显得师讲得多，学生
处于被动地学。讲台上放着一台托盘天平，师边操作边讲解
托盘天平的使用方法，可见度低，学生没有机会动手实践，
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及时暴露出来，枯燥无味，课堂教学效率
不高。

反思以后我优化了教学过程设计：1、每一小组的课桌上放一
台托盘天平，先让学生观察桌上的托盘天平并讨论学习托盘
天平的结构；2、学生阅读课本，学习交流托盘天平的使用方
法；3、学生分组尝试用托盘天平测物体的质量；4、学生交
流实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5、师引导点拨托盘天平的使用方
法，总结使用技巧；6、课堂基础习题过关检查。我改变教学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掌握基本技
能及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现在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配有
说明书，学生要通过阅读说明书学会使用，所以在学习托盘
天平的使用方法时，我采用让学生先阅读课本讨论托盘天平
的使用方法，尝试用托盘天平测物体的质量，师点拨实验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在课堂上把学习主动权、思考权、发现问
题权还给学生，师起到引导和点拨作用，这样有利于学生的
发展。用这种设计进行了两个班的课堂教学，教学效果较好，
学生边玩边学，兴趣很高，课堂学习效率高。

我们在课堂上往往不敢大胆放手，总希望课堂要向着我们预
设的方向发展下去，不让学生尝试，害怕暴露问题，教师一
讲到底。我校大力倡导自主课堂后，我在课堂中不断探究小
组学习模式，通过自学、交流展示、先学后教等方式尽量让
学生自主完成一些事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很多环



节做得还不够深入，不够优化，形式较重。在今后的教学实
践中，我会继续探索自主学习、少教多学、先学后教等教学
方式，给学生更多的交流、展示、动手操作的机会，培养学
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
活起来，逐渐形成适合自己的物理教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