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科学地球有多大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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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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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科学地球有多大教学反思篇一

《雨下得有多大》是苏教版第四单元第三课，在本课的教学
中，理解什么是降水，认识雨量器、学习制作雨量器方法，
制作雨量器，测量降水量，学生知道雨量器的结构和作用，
学会了使用雨量器测量降水量，同时培养了学社认真仔细的
观察习惯和动手操作的能力。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还应
对部分问题进行指导，教师应该提醒制作雨量器需要注意的
问题，如选择的器材必须是上下口径一样大的，必须是透明
的等。再讲到测量降水量，降水量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
等级有不同的降水范围。

1、学生会把降水和降雨混淆，降雨只是降水的一种形式，需
强调。制作雨量器时，器材的选择，学生一般没有上下口径
一样的玻璃杯，那么可以用“近似圆柱的饮料瓶代替，降低
难度。而且，雨量器的底部需要平整的'，如果不平整可以在
底部放些许水。刻度必须是从平整的地方开始量。杯子的口
径对降水量的测量有没有影响，这点学生较难理解，还是自
己讲解的不够清楚。

2、降雨量的6个等级的划分，学生在短时间内很难记住，需
要多次反复记忆。学生容易将降水量的单位毫米与毫升混淆。
雨量器的制作不算难，也可以让学生回家动手制作，这样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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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道判断雨的大小的方法。

2、知道什么是降雨量以及气象站测量降雨量的方法二

3、会制作简易的雨量器。

4、会用简易的雨量器来测量降雨量，判断雨的大小。

5、对判断雨的大小和用简易的雨量器来测量降雨量等活动充
满兴趣。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雨量器、做好的简易雨量器、有关降雨最的视
频资料。

2、学生准备：直口瓶子或塑料瓶去掉上面部分、纸条、胶带
或固体胶、小石子。教学过程

1、导人。

(l)提问：自然界的雨是怎样形成的?

(2)谈话：下雨了，雨下得有多大?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这
个问题。(板书课题)

2、学习判断雨的大小的方法。

(l)提问：请你说一说平时你是怎样判断雨的大小的?

(2)阅读教材上的有关小雨、中雨、大雨、暴雨的资料。



(3)说一说：怎样来分辨小雨、中雨、大雨、暴雨?

(4)出示一段视频资料，让学生观看，提问：画面上的雨下得
有多大?

3、了解气象站测量降雨量的方法，学习制作简易雨量器。

(l)谈话：雨的大小不同，降雨的多少也不同，气象站是怎样
观测降雨的多少的呢?

(2)阅读教材上的有关文字资料和雨量器的图片。

(3)讲解：降雨量及其计量单位。

(4)出示雨量器，简单介绍其工作原理。

(5)谈话：想自己制作一个雨量器来测量降雨量吗?

(6)出示制作好的简易雨量器，讲解制作方法。

(7)学生制作简易雨量器，教师巡视指导。

(8)展示并评价学生制作的简易雨量器。

4、总结与拓展。

(1)提问：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又有哪些收获?

(2)布置课外观测活动：用自制的雨量器去测量降雨量并做好
记录。如果你完成了两次降雨量的观测，就涂亮智慧星。

教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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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材教：有的放矢地展开“任何一个过程，包括每个细节
都是’全息’的，这既是展开的条件，也为展开提供了选择
的机会。”以探究为主的科学教学，无法回避展开的问题。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对每个探究环节都展开探讨是不实际
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课程目标，考虑如何有的放矢地展开。
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本课展开的部分是在对雨量器的设计上。
围绕“怎样准确地知道雨量的多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展
开争论，逐步明白了雨量器的工作原理，及相关的制作标准。
意识到科学并不神秘，自己也可以设计制作雨量器，也可以
亲自观察、研究降水量了。这个过程的展开，是富有成效的。
对学生创造思维的发挥，良好个性的养成，及科学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的形成有较大的积极意义。这种展开充分体现了刘
默耕老师所说过的，“一英寸宽，一英里深”的思想。

学习方式变革：探究在争论中发展引导学生围绕探究中产生
的问题展开争论，是一种重要的探究教学策略，也是宝贵
的“教学资源”。在组织学生讨论交流的时候，教师要有意
识地挑起学生思维中的矛盾，引发争论，起到“一石激起千
层浪”之效。学生如果不认真听，不作认真地思考，是争论
不起来的。上述案例中教师挑起学生的争论后，在旁观的同
时，又不失时机地点拨、引导。真理越辩越明，学生智慧的
闪光和创造的火花将会在争论中时时闪现。学生“累了”，但
“累”背后的收获是巨大的。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探求
意义的经历。”显然，思辩和争论将主导着学生的探究行为，
积极而理性地去亲历科学探究的过程。这种过程，对学生科
学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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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课的教学中，理解什么是降水，认识雨量器、学习制作
雨量器方法，制作雨量器，测量降水量，学生知道雨量器的
结构和作用，学会了使用雨量器测量降水量，同时培养了学



社认真仔细的观察习惯和动手操作的能力。但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教师还应对部分问题进行指导，教师应该提醒制作雨量
器需要注意的问题，如选择的器材必须是上下口径一样大的，
必须是透明的等。再讲到测量降水量，降水量分为不同的等
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降水范围。

1、学生会把降水和降雨混淆，降雨只是降水的一种形式，需
强调。制作雨量器时，器材的选择，学生一般没有上下口径
一样的玻璃杯，那么可以用“近似圆柱的饮料瓶代替，降低
难度。而且，雨量器的底部需要平整的，如果不平整可以在
底部放些许水。刻度必须是从平整的地方开始量。杯子的口
径对降水量的测量有没有影响，这点学生较难理解，还是自
己讲解的不够清楚。

2、降雨量的6个等级的划分，学生在短时间内很难记住，需
要多次反复记忆。学生容易将降水量的单位毫米与毫升混淆。
雨量器的制作不算难，也可以让学生回家动手制作，这样可
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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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设计方面，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与知识基础，围
绕制作和运用雨量器进行教学。以开放式的科学探究活动来
展开整个教学过程：提出问题--讨论研究方法--动手制作--
延伸到课外的测量--对测量数据的分析。在实现这个目标的
过程中，既有动手制作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技能的培养，又有
观测中的长期性、坚持性和亲近、体验大自然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体现，更着眼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让学生在经历中
学习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