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和反思 拓展性课题最轻的气体教学
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回顾和反思篇一

本节课通过实验可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热情，注意引导学生
观察及比较分析其中的化学内容。通过氢气的可燃性，增强
对氧气助燃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燃烧与燃料进
行典型案例的铺垫；通过氢气用途中涉及的氢气的还原性，
增强对氧气氧化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中形成还
原性、还原剂等概念进行初步的铺垫；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
形成可燃性气体必须验纯和如何验纯的知识与技能。

教学中在注重上述知识与技能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围绕本单
元的'教学中心——启蒙微粒观。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和爆炸
极限，适当渗透一些微观粒子运动分析，为宏观到微观的思
维分析搭桥，为今后学习物质的微观结构奠定基础。

总之，教师需要明确，这节课主要学习哪些内容，这些内容
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回顾和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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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百分数的意义是在学生学过整数、小数特别是分数的概念的
应用题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百分数的
意义，解释生活中的百分数的具体含义，体会百分数在生活
中的巨大作用，也为学生能够正确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打
好基础。

通过教学，我觉得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本课设计意图：

一、学习生活中的百分数

《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出：数学教学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
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
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
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在获得数学知识的同时，在思维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进步发展。因此，这一课的设
计抓住了百分数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利用学生熟悉的生
活用品来体验百分数的意义，体会百分数在生活中的好处，



并利用北京奥运会筹备的一些资料，生活中的淡水量资料，
要求每位学生找身边的百分数等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
现实生活情境中轻松地感受和体会百分数的产生、意义和作
用，做到知识从生活中来，在生活中学，到生活中去，真正
学习生活中的数学。

二、充分体验百分数的意义

运用学生收集到的百分数的例子来表达百分数的意义，充分
体会百分数是表示两个量之间的一种倍比关系，学生学习不
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新课标》中提到：
数学教育应该“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
础上”，“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过程中真正理解
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
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在教学中，学生在新的环境中，有
些拘谨，使课堂气氛不是那么浓郁。这也需要在进后的教学
中训练，使课堂充满思维活跃的因素。

三、巧用生活中的实例理解百分数的意义

为学生能够理解百分数便于比较的优势，我收集了营养快线、
哈百利、思慕分析其果汁含量来决定买哪种产品，收集了啤
酒、干红葡萄酒、汾酒的酒精度，根据个人需要来决定什么
酒，不仅增长了生活常识，也能体验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缺点：本人课堂教学中，语气比较平淡，没有抑扬顿挫。使
得课堂有些平淡。由于在23/100米相当于46/100米的50/100
中，学生对百分数的理解出点一些问题，使自己有些紧张，
没有处理好，影响后面的一个教学环节漏讲。说明我课堂教
学处理能力欠佳，不能很好地处理课堂的突发事件。

回顾和反思篇三

简单地说，教学反思就是研究自己如何教，自己如何学，教



中学，学中教。本文很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对教学反思的认识
和理解。然后围绕“真”、“善”、“美”这三个方面分别
论述了自己是如何写好教学反思的。说明作者在教学中非常
注重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中一句“但偶然看到‘真、善、
美’三字时，突然发现，原来写教学反思，正是在教学生命
中对这三个字的孜孜追求。”很有新意。虽然说文章不长，
但把要论述的内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的老师写论文的
时候千万不要“无的放矢，不知所云”。论文应有鲜明的论
点，所论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失去目标，空发议论，便失
去了论文的价值。一篇优秀的论文，它的观点应该语言精练，
紧扣中心，并能准确地概括自己所写的内容。如果你想让自
己的教学有生命，那么你就坚持写教学反思吧！

教学反思写什么？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对它进行描述。写
教学反思有什么用？我也无法很理性地予以梳理，只觉得在
翻阅以前的备课本时，浏览一下日常的教学反思，便勾起一
个个小回忆，好像看到了一颗颗珍珠，虽不耀眼但依然光亮。
教学反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魔力”？“独上高楼，望
断天涯路”，依然无法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偶然看
到“真、善、美”三字时，突然发现，原来写教学反思，正
是在教学生命中对这三个字的孜孜追求。

“随机抽取五名男生到讲台复述，磨蹭了好半天，结果3人开
了口，2人一言不发，且站立的姿势不端正，他们自己都觉得
尴尬，我这个老师也不安。随后，又点了平时口语表达不错
的学生上讲台复述。当时剩下5分钟，但这位学生对课文也不
熟悉，复述时还不时看黑板提示，最终全班只有3人作了很流
利的.复述。可见本文复述难度较大，备课时学情估计不足，
课堂上又没有及时调整，实在是一次失败！”（茨威格《伟
大的悲剧》教学反思）――教学反思追求的“真”，即真诚、
真实。给人评课，总难免带些世故。但写教学反思，给自己
评课，则大可不必这样前思后想、怜香惜玉，可以直奔主题，
用百分之百的真诚对待自己的课堂教学。



《土地的誓言》教学反思写完了，但依然被自己的激情所感
动。上课时的激情，写反思时的激情，仍然难以抑制。寻思
自己的心情为何这般激动，激情为何这样高昂？是被作者端
木蕻良对关东原野“炽痛的热爱”所感染，还是自己的心原
本就“喷涌着热血”在“泛滥着一种热情”？是许多学生原
本淡漠的心绪被我所打动，还是学生燃烧的激情影响着我？
不管答案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写这节课的教学反思，
让激情继续延续，让热血继续沸腾。――教学反思追求
的“善”，是指善良，有善意、有爱心等，是一种人本主义
关怀。对我们教师而言，则主要是指高尚的师德、纯洁的师
魂。在向善的过程中，教师会积极调整价值取向，不断改变
教育观念，努力完善自我人格。

文言文该如何教？怎样让兴趣与实效成为孪生兄弟？“自
读――点读――自译――质疑――复述―――探究”，以学
生为主体、以诵读为主导的文言文教学模式逐步在教学反思
上呈现出来，课堂精彩高效，学生兴趣盎然。如何提高学生
的阅读水平？如何让个性化阅读走向农村学生？用批注作杠
杆，改变了学生被动式的阅读，拨动了无问题学生的阅读神
经。用交流批注方法打开基础薄弱、缺乏自信学生的嘴。阅
读作批注，互相交流批注，在农村初中学生与个性化阅读之
间建起桥梁。――教学反思也追求“唯美”，即对教学方法
的不断优化，对教学艺术的不断追求。在追求“唯美”的同
时，教师积极探寻适合农村中学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努力
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实现了从搬运工向研究者的角色转换。

有位教育名家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的教案不可能成为名
师，如果写三年教育反思能成为教育行家。”坚持写教学反
思，我们的教学艺术和教育思想，就能迈向“真、善、美”
的更高境界！

《拓展性课题最轻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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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反思篇四

着重突破的难点有两处：

一是理解点燃氢气前为什么要先验纯的原理，进而引出“爆
炸极限”的概念；

二是理解纯净氢气点燃安静燃烧，不纯氢气点燃可能会爆炸
的原因。

教学过程分析：

在教学目标引导教学的思想规范下，我的教学设计突出了如
下几个方面。

一、课堂的引入震撼人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上课时就能吸引学生、激发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尤其重要。

我是这样做的：如右图装置，去掉底塞后，点燃这瓶氢气。



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然后通过质疑引导学生探究这节课
的重难点（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这瓶氢气能
安静燃烧，过了一会儿却发生了爆炸？）以达到以质疑引导
探究的作用。

二、重视课堂小结。

教学中，引导学生自己反思、自己整理、自己归纳，并通过
习题练习的'反馈，强化掌握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三、注重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衔接，过渡自然。

如进行“[活动与探究一]氢气流吹肥皂泡”实验，学生归纳
出氢气的物理性质后，向学生介绍：我们学习一种物质，不
仅要了解它的物理性质，更重要的是学习它的化学性质；氢
气在常温下化学性质稳定，但在高温或点燃条件下，能跟许
多物质发生反应；氢气的化学性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引导
学生猜想）？从而过渡到氢气化学性质的学习。

回顾和反思篇五

小课题培训进行到这里，大家对于以前的很多困惑都找到了
解决方法。在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这批新来的教师也从最
初不知道什么叫小课题研究，到现在能够从日常教学工作中
真正做到把小课题搬到课堂上，进行实践探索，这是一种进
步，也是一种收获。

近段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去找小课题？如何给小课题命名？
如何进行小课题的教学反思？如何把小课题搬到实际课堂中
去进行解决等。还记得我的小课题名字是《思想品德课中，
学习目标有效落实的研究》，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学习
目标是一节课的指导，如果一节课结束学习目标并没有落实
到位，我觉得这节课是失败的。不管课堂的效果如何精彩，
让学生学到知识才是最终目标。



在培训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就是关于课题诊断方面的'。对于
一节课每个老师都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讲课角度。同样在一节
课中，由于授课老师的不同，或者说是授课对象的改变，一
节课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我们上课观看了王老师的授课视频，
就从中找到了很多有关教学的想法，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一个
小课题，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教师的教育教学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不能很好洞察其他老师上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找到解
决的方法，那么自己对于教学的敏感程度就不能提升，从而
找不到自己课堂的毛病。

而对于课题研究我还有一定的疑惑，在我的小课题实践过程
中，学习目标的落实实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这最主要是
从课堂教课中获得的，我觉得个人的相关书籍阅读方面还有
欠缺。只有实践的内容，没有理论的指导，这就好比只有个
人经验，而没有领导方针一样。所以在学习目标落实这一方
面总缺少深度，下一阶段我将会把注意力放在专业书籍阅读
方面，以及对于不同班级的学情了解把握方面。

由于我教的是整个年级，分为创新班和普通班，所以在每个
上课效果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学习目标的达成程度和检测程
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就要针对不同的班级设定不同的学习目
标，但前提条件是不脱离大纲要求。所以在下一阶段我希望
自己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也渴望有相关老师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