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 光的色散
教学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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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篇一

〈光的色散》这节内容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取自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20xx年出版的新课程标准8年级实验教材。

："这种彩色图案见过吗？在哪里见过？"学生们议论纷纷，
说出不少现象，有些学生的脸上显现出茫然的表情，这时我
才意识到教学准备的欠缺，如果这一环节能以课件形式展示
于学生面前，那学生的好奇心就能待到更大的满足。

接下来的环节是就三棱镜实验引入光的色散，知道太阳光可
被分解成七色光，受自然课的影响，学生认为七色光是"赤、
橙、黄、绿、青、蓝、紫"，而课本上却出现"红、橙、黄、
绿、蓝、靛、紫"，仅两个字的差别，却让学生感到困惑，结合
《加油站》中获取的知识，适合地给学生一些解释，必不可
少，但是，思维定势的影响不可忽视，遗憾的是学生习惯与
机械记忆。

在进行"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什么所决定的"这一部分教学时，
选择了红、蓝、黄、绿四种颜色的透明胶片放于投影光源前，
让学生观察光屏颜色，得出"透明物体的颜色与透过的光的颜
色相同"的结论，在光的交汇处也可说明光是可以合成的。由
于当时借班上课的那所学校正在建新校舍，于是灵机一动增
加了一个问题，从学生的反应中我看出身边的事情能更好地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拉近我与陌生学生的距离。



师："如果你是校长，你会选什么颜色的玻璃装在教室里？"

生："白色！"（异口同声出乎我的意料）

师："墙是什么颜色的？"

生："白色！"（还是异口同声，部分学生答过之后有所觉察）
"玻璃是无色的！"

师："同学家的阳台有没有装蓝色玻璃的？白天家里亮吗？"

生："白天觉得不亮，且家里东西颜色变了。"

师："为什么会这样？"

生："蓝色玻璃只能透过蓝光。"

师："现在我们教室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生："没有，室内室外没

什么差别！"

师："这是因为无色透明的物体能将所有的色光全透过。"

在"不透明物体的颜色由什么所决定的"教学中，先从学生身
上的着装开始，从视觉角度感受不同的颜色，再配合红、黄、
蓝、绿四种蜡光纸，在红、黄、蓝、绿四种光源照射下呈现
出的颜色，来得出答案，由于外界光线较强，在演示"红光照
在绿纸上"，只能观察到绿纸变暗，而不能体会到"无光反射"，
我也只是草草收场，以"红光被绿纸吸收，没有光线反射，所
以呈现出黑色"来结尾。从学生的表情当中我看出学生的困惑，
"绿纸还在，怎么会是黑的？"紧接其后的游戏环节引起了学
生的轰动，我拿出了自制的彩色眼镜给学生戴，让他们亲身
感受一下周围的色彩，知道"戴有色眼镜看人"的结果是什么。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篇二

经过一段时间绿色指标的学习，学科测试分为“回
忆”、“理解与简单应用”、“问题解决”三个层次，我们
学生在“理解与简单应用”、“问题解决”这两个维度上的
得分率偏低。我考虑在教学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学生这两个
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见到过各种颜色，而对彩虹
类的现象见之不多。本节是以光的反射、光的折射等知识为
基础，进一步学习因不同单色光折射本领不同引发的光的色
散现象、三原色光和物体的颜色之谜。现对10月25日的课进
行一下反思：

本节课由配乐视频《忆江南》引入，由江南的美景到五彩缤
纷的世界，都是阳光在自然界中所绘就的杰作。那么，阳光
如何创造这一美景的呢？其实阳光也是由其他颜色组合成的，
就自然而然过渡到牛顿发现了日光的色散。本节课的结尾再
利用所学知识，解释这一问题，前后呼应。

本节课的重点是光的色散和三原色光。在学生试验后，老师
又用平行光源和三棱镜，现场演示了彩虹，即光的色散。三
原色光也不仅仅是告诉学生，而是用实物投影，将显示屏上
的小水珠放大，当场找到红、绿、蓝三色光。至于难点，色
散的原因，用了图片，视频等工具，让学生知道光的色散其
实是由折射和反射组合而成，是一个复杂的光的传播过程。

经历“白光分解”、“色光混合”和“透明物体和不透明物
体颜色成因”的实验过程，萌发对物理现象的好奇心和物理
学习的兴趣。最后，出示多姿多彩的各色图片，“世界不缺
少美，只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

我一共设计了九个活动或实验，在上课前一天，作为预习作
业分小组完成。

1、用三棱镜找彩虹；



2、用喷雾法找彩虹；

3、用平面镜和水找彩虹；

4、吹泡泡找彩虹；

5、用手电筒合成光；

6、找电子屏幕的三原色；

7、用计算机模拟三原色的合成；

8、找资料解释“日出江花红胜火”；

9、找资料解释“春来江水绿如蓝”。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学习
中来，走进生活，走近物理。

这节课内容不是很难，易于理解，用了很多的实验和图片，
学生能主动参与，效果非常好。不过由于录播教室的`电源原
因，灯光有些影响实验效果，另外还存在学生发言的声音普
遍偏小，胆子不够大等。今后在教学中，进一步培养“解决
问题的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篇三

《光的色散》这节内容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重要的环节是
就三棱镜实验引入光的色散。我把自己教学的兴奋点定位于
色散实验的演示和物体颜色的成因这两个地方，这两处恰好
也是本节课的重点。要成功做好色散实验还需要依靠天气，
假如遇到阴雨天气可能就做不好，另外还与上课的时间有关
系，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关于物体颜色的成因部分内容
与生活联系很密切，学生很强的好奇心，此处是老师与学生
的兴奋点的交叉点，很容易把课堂的氛围引向高潮。在这里
如果能够做好演示实验效果将更佳，但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



我只能用课件代替（视频）因此教学效果有点打折，但可靠
程度高。

光的色散看不见的光分析及教学效果反馈：

本节教学以学生自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学生重点在课堂上
完成基本练习，因课堂以完成两节课的教学内容，时间要求
紧，内容难度虽然不高，但容量大，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学生对两节的内容比较难的是光的物体的颜色的理解比较难，
特别是透明物体和不透明物体两种情况的颜色区别感觉难度
较大，因此要增大练习量，特别说明银幕为什么采用白色等
应用的说明。教学重点让学生注意物体颜色与光的关系，其
中特别是“墨色”的情况，学生是最不好理解的。

本节课堂学习气氛比较好，学生完成五分钟练习达标率高，
全班47人参加，达90分以上的为40人，60分以下2人，合格
率95.8%。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篇四

〈光的色散》这节内容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取自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20xx年出版的新课程标准8年级实验教材。

：“这种彩色图案见过吗？在哪里见过？”学生们议论纷纷，
说出不少现象，有些学生的脸上显现出茫然的表情，这时我
才意识到教学准备的欠缺，如果这一环节能以课件形式展示
于学生面前，那学生的好奇心就能待到更大的满足。

接下来的环节是就三棱镜实验引入光的色散，知道太阳光可
被分解成七色光，受自然课的影响，学生认为七色光是“赤、
橙、黄、绿、青、蓝、紫”，而课本上却出现“红、橙、黄、
绿、蓝、靛、紫”，仅两个字的差别，却让学生感到困惑，
结合《加油站》中获取的知识，适合地给学生一些解释，必



不可少，但是，思维定势的影响不可忽视，遗憾的'是学生习
惯与机械记忆。

在进行“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什么所决定的”这一部分教学
时，选择了红、蓝、黄、绿四种颜色的透明胶片放于投影光
源前，让学生观察光屏颜色，得出“透明物体的颜色与透过
的光的颜色相同”的结论，在光的交汇处也可说明光是可以
合成的。由于当时借班上课的那所学校正在建新校舍，于是
灵机一动增加了一个问题，从学生的反应中我看出身边的事
情能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拉近我与陌生学生的距离。

师：“如果你是校长，你会选什么颜色的玻璃装在教室
里？”

生：“白色！”（异口同声出乎我的意料）

师：“墙是什么颜色的？”

生：“白色！”（还是异口同声，部分学生答过之后有所觉
察）“玻璃是无色的！”

师：“同学家的阳台有没有装蓝色玻璃的？白天家里亮
吗？”

生：“白天觉得不亮，且家里东西颜色变了。”

师：“为什么会这样？”

生：“蓝色玻璃只能透过蓝光。”

师：“现在我们教室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生：“没有，室内室外没

什么差别！”



师：“这是因为无色透明的物体能将所有的色光全透过。”

在“不透明物体的颜色由什么所决定的”教学中，先从学生
身上的着装开始，从视觉角度感受不同的颜色，再配合红、
黄、蓝、绿四种蜡光纸，在红、黄、蓝、绿四种光源照射下
呈现出的颜色，来得出答案，由于外界光线较强，在演
示“红光照在绿纸上”，只能观察到绿纸变暗，而不能体会到
“无光反射”，我也只是草草收场，以“红光被绿纸吸收，
没有光线反射，所以呈现出黑色”来结尾。从学生的表情当
中我看出学生的困惑，“绿纸还在，怎么会是黑的？”紧接
其后的游戏环节引起了学生的轰动，我拿出了自制的彩色眼
镜给学生戴，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周围的色彩，知道“戴有
色眼镜看人”的结果是什么。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人教版篇五

经过了半个月的听课见习，在10月12号的第二节课我终于在
我们9班上了我的第一节新课：《光的色散》。在上新课之前，
我就根据听课所得来的体会——老师上课都很注重基础知识，
因为学生基础较一般，所以上课时要注意讲课速度，要注意
多练习等——来写教案，做ppt，然后就请指导老师指正。老
师给我的意见是这一节课的内容中可以视天气的情况来定是
否适合做光的色散演示，如果天气不适合则播放演示视频。
而对于物体的颜色则可以从仪器室借来教具进行演示。同时
上课时要注意多练，适当让学生做多些题以巩固知识。同时
板书要注意简练，别造成学生的混淆。所以我根据老师的建
议进行了修改并在上课前在宿舍试讲了两次。

终于到了正式上课的时候了，在上课前心里很紧张，很怕漏
讲了一些内容和语速太快。但还是硬着头发上讲台了。还好
在正式上课的时候心里就不紧张了，思路也比较清晰，自我
感觉上教态还是比较自然的。在演示实验的时候稍微有点紧
张。学生都比较遵守纪律，反应还算热烈，能积极配合回答
我提出的问题。但是学生在做练习时还是有比较多的不会，



所以预先准备要讲的习题并没完全讲完。

根据队友对我的评课、老师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感受，我对这
节课的`反思是：

1、要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可以在满足学生的好奇心的同时让
学生接受知识，这样可以调动他们学习的兴趣。因为在开始
讲光的色散实验的时候，我拿了一个三棱镜给他们看，因为
那天天气不好所以不能做演示实验。但是他们以为要开始做
实验了，都马上拉上窗帘。我那时的反应是直接告诉他们不
做实验，只看下三棱镜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们都露出了失
望的表情。其实那时我可以在他们拉上窗帘的时候说来演示，
然后在他们没看见光的色散现象的时候，提问他们为什么没
能看见，让他们阅读书本进行思考。最后跟他们说明清楚光
的色散实验要演示成功的条件就是要有较强的白光照，所以
当时阴天的天气再拉上窗帘当然就更没能看到光的色散了。
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也能让他们懂得光的色
散的实验成因。

2、注意语速，同时注意语调的起伏。在做物体的颜色的演示
实验的时候，对于一些明显的现象可以让学生直接说出来，
同时注意引导他们观察的重点，语速适当放慢，让他们有思
考的时间。有时候语调可以稍小或稍大，因为整节课如果都
同一语调的话学生很容易感到听课疲劳而注意力分散了。

3、注意不用夹杂太多的语气词。同时提问的时候注意要启发
引导，让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和自学得出结论，老师可以适当
总结板书。

4、注意板书的时候要留够时间让学生做笔记。讲练习题的时
候要进行巡视，观察学生的完成情况，从而调整进度，确保
学生对知识点都能掌握。

5、老师讲得好并不代表学生对所有知识点都懂了，所以可以



用堂上小测验来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从我让学生做小测验
的情况来看，学生对色光三原色和物体的颜色混淆了，这是
我在备课的时候没想到的。所以以后备课的时候要多从学生
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预测他们可能会出现的错误。

光的色散教学反思第 2 篇

《光的色散》这节内容与生活联系非常紧密，重要的环节是
就三棱镜实验引入光的色散。我把自己教学的兴奋点定位于
色散实验的演示和物体颜色的成因这两个地方，这两处恰好
也是本节课的重点。要成功做好色散实验还需要依靠天气，
假如遇到阴雨天气可能就做不好，另外还与上课的时间有关
系，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关于物体颜色的成因部分内容
与生活联系很密切，学生很强的好奇心，此处是老师与学生
的兴奋点的交叉点，很容易把课堂的氛围引向高潮。在这里
如果能够做好演示实验效果将更佳，但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
我只能用课件代替（视频）因此教学效果有点打折，但可靠
程度高。

光的色散看不见的光分析及教学效果反馈：

本节教学以学生自为主，教师辅导为辅，学生重点在课堂上
完成基本练习，因课堂以完成两节课的教学内容，时间要求
紧，内容难度虽然不高，但容量大，任务还是比较重的。

学生对两节的内容比较难的是光的物体的颜色的理解比较难，
特别是透明物体和不透明物体两种情况的颜色区别感觉难度
较大，因此要增大练习量，特别说明银幕为什么采用白色等
应用的说明。教学重点让学生注意物体颜色与光的关系，其
中特别是“墨色”的情况，学生是最不好理解的。

本节课堂学习气氛比较好，学生完成五分钟练习达标率高，
全班47人参加，达90分以上的为40人，60分以下2人，合格
率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