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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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篇一

《太阳和影子》教学反思《太阳和影子》是青岛版科学教材
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第二节内容，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
生认识到了太阳高度、影子的形成原因、影子与太阳高度之
间的关系等知识，下面谈一谈上完这节课的感受。

一、激发兴趣，使学生一开始便兴趣盎然开课伊始，我展示
太阳的图片，让学生回答太阳是什么，然后交流总结。由此
得到太阳是光源的结论。再用同样的方法得出影子是什么的
结论。如此经过提出问题、积极思考、交流发言、得出结论
等环节后，让学生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准备充足，为学生开拓视野提供了准备教学的过程中准
备了两个实验，一个是观察影子的方向变化，另一个是影子
与太阳高度之间的关系。实验中考察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
维能力，巧妙的把太阳高度的知识和影子的变化规律结合起
来对比记忆，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三、拓展和延伸本节课讲太阳高度时，重点突出了这个概念，
因为很容易让人把太阳高度理解称一个距离，其实它是一个
角度，是太阳高度角，这个角最大90度，最小0度。

四、缺陷与不足这节课要是在时间的架构上以及课堂气氛的
把握上更紧凑些就更好了。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篇二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首先，猜谜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
方式。学生从下课到上课有个思维转换的过程，谜语可使学
生迅速集中思维，很快地进入课堂角色中来。同时也暗示了
影子是怎样形成的（影子的产生需要光线等）。

在学生的思维转移到课堂的同时，我利用手影做出一系列小
动物的形状，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借此
时机我让学生自己表现手影，在表现的同时我突然切断电源，
影子消失。“影子哪去了，为什么没有了？”学生齐声回
答“因为没光了”影子的产生必须有光这个条件迎刃而解。
在讲解影子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时，我先让学生自己猜测是不
是所有的影子都有影子，然后出示的不同的物体，使学生明
白只有不透明的`物体才可以产生影子。

太阳的运动和影子的变化，对孩子们来说，太习以为常了。
本课的教学是让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探究活动，让孩子们真
切感觉到太阳和影子永无止境地有规律运动和变化，认识到
太阳的(视)运动与影子之间的关系，感悟到司空见惯的现象
中往往包含着值得我们探究的科学道理，意识到科学探究，
永无止境。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首先，通过猜一猜这个小环节，让
学生根据自己对太阳和影子已有的经验进行猜，但这并不证
明学生的原始认识都是正确的，老师没有加于肯定或否定，
而是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并且提
出了研究的问题，这样就揭开了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调动了学生探究的积极性，为后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后，
让孩子们制定模拟太阳的变化，讨论出结果。通过探究孩子
们有了不少的发现，让他们用语言把观察到的叙述出来，将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

这节课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主要是课堂上充分调动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把注意力完全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之中。“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这一堂课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篇三

《太阳和影子》是青岛版科学教材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第
二节内容，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了太阳高度、影
子的形成原因、影子与太阳高度之间的关系等知识，下面谈
一谈上完这节课的感受。

开课伊始，我展示太阳的图片，让学生回答太阳是什么，然
后交流总结。由此得到太阳是光源的结论。再用同样的`方法
得出影子是什么的结论。如此经过提出问题、积极思考、交
流发言、得出结论等环节后，让学生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
法。

教学的过程中准备了两个实验，一个是观察影子的方向变化，
另一个是影子与太阳高度之间的关系。实验中考察了学生的
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巧妙的把太阳高度的知识和影子的变
化规律结合起来对比记忆，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本节课讲太阳高度时，重点突出了这个概念，因为很容易让
人把太阳高度理解称一个距离，其实它是一个角度，是太阳
高度角，这个角最大90度，最小0度。

这节课要是在时间的架构上以及课堂气氛的把握上更紧凑些
就更好了。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篇四

太阳的运动和影子的变化，对孩子们来说，太习以为常了。
但正是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变化，却往往被学生忽
视。一方面，学生对宇宙万物怀着与生俱有的，强烈的好奇
心，另一方面，他们对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缺乏足够的重视。



因此，本课的教学就是让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探究活动，让
孩子们真切感觉到太阳和影子永无止境地有规律运动和变化，
认识到太阳的(视)运动与影子之间的关系，感悟到司空见惯
的现象中往往包含着值得我们探究的科学道理，意识到科学
探究，永无止境。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采用学生喜欢的探究活动的方式，
如画物体的影子、踩影子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课内外相
结合，课内观察与中长期观察相结合，学生观测记录与研讨
相结合，意在让学生"建构"，自己掌握科学学习的方法，自
己发现科学现象的规律。本课的主要活动有：画物体的'影子、
踩影子，做日影仪测影子，连续观察记录一天中太阳在天空
中的位置以及日影仪中的影子，并在实验室内模拟这些运动
变化。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交流分享自己
同他人的发现，建立对宇宙的情感，从而点燃探究宇宙的热
情。

科学太阳与影子教学反思篇五

《太阳和影子》是小学科学四年级上册的内容，本课主要分
为两部分，太阳运动与影子长短、方向变化的`规律和温度、
时间的关系：通过实地观察和课件辅助来发现他们的规律及
相互间的关系;如何利用太阳辨别方向：根据生活常识和本节
课所学到科学知识来达到准确辨认方向。

在实验中通过四环节，加深学生对太阳和影子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