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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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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课能量教学的教学反思篇一

《做一个生态瓶》是这一单元里学生最感兴趣的一课。为了
把这节课上好，课前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和同事一
起去找水草和小动物，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又亲自到花鸟
市场去买了水草和金鱼，还特意准备了一袋洗干净了的沙子。
上课时孩子们自己也准备了一些材料，有的带了小鱼和泥鳅，
有的带了乌龟，还有的捞了很多浮萍。虽然准备的材料不像
书上说的那么丰富，但是看到孩子们兴奋的表情，我还是觉
得一切的付出都没有白费。

反思一下自己的这节课，我觉得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在时间分配上还是有一些不合理，导入的时间比较长，出
示池塘生态系统后，在孩子们探究生物与非生物间的.关系时，
缺乏一些引导，没有真正让学生理解生态系统的概念，重难
点没有突破，导致了后面设计实验方案花了一些时间，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其实在探究生物与非生物的关系时，完全
可以让学生通过问题深入研究，比如可以让学生思考“鱼的
生长需要哪些条件”“水草的生长需要哪些条件”等，通过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生很自然地就明确了生态系统的真正
内涵。

2、在备课方面，“备学生”还做得不够。比如有的学生在课
前就已经把生态瓶做好了，而且做得非常棒。这样的小组有



好几个，这样就导致在后面的制作过程中，这部分学生无事
可做。生态瓶做好后，再要他们来讨论设计方案就没有什么
实际意义了。学生也失去了讨论的兴趣。如果在课前我了解
了学生的状况，在做生态瓶时我就会请那些做好了的同学上
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再让其他同学提出意见。让他们发
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从而进行改进。这样既能体现他们组
的价值，又让他们有事可做，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

科学课能量教学的教学反思篇二

新课程改革是一场教育理念革命，要求教师“为素质而教”。
在教学过程中应摆正“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正确关
系，树立“为人的可持续发展而教”的教育观念，完成从传
统的知识传播者到学生发展的促进者这一角色转变。如在讲
电功概念的例子时，充分调动学生，让他们多举例子，然后
进行归纳，使学生充分认识和理解电功这一概念。在“以学
生发展为本”的全新观念下，教师的职责不再是单一的，而
应是综合的、多元化的。

讨论，充分认识电能表的用途和读数方法。但是，敢“放”
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科学的引导学生自觉的完成探究
活动。当学生在探究中遇到困难时，教师要予以指导。当学
生的探究方向偏离探究目标时，教师也要予以指导。作为一
名物理教师，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做新课程改革的领跑人
呢？这对物理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传统的教学观、
教师观提出了挑战，迫切呼唤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师角色的
再定位。

我在本节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三、少数学生还没有全身心的进入课堂的学习中。

最后，我得出：“学启于思，思启于问”。在新课标下的课
堂应是这样：课堂不仅是学科知识的殿堂，更是人性的养育



圣殿，它是学生成长的殿堂，是学生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天空，学生品味生活的“梦想剧场”。在这里学生有了探索
新知识经历和获得新知的体验，学习兴趣、热情、动机以及
内心的体验和心灵世界得到丰富，有了亲身体验，学习态度
和责任，对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等的认识就有可
能进一步发展。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物
理的兴趣与求知欲，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使之由“爱学”到“学会”，再到“会学”，最
终掌握物理学习的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

科学课能量教学的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既与上一课知识有联系，也是上一课教学内容的延续。
上一课讲电能可以转化成各种能量，这一课要探究这些电能
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也是了解各种形式的能量可以转化成电
能，从而懂得能量的相互转化。教学的第一部分希望通过介
绍各种电池使学生懂得生活中使用的电从哪儿来。本课的一
个难点是使学生懂是电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电，是一个
虚幻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借
助器材，使学生能看到电的产生。手摇发电机是个不错的工
具。我用了一台手摇发电机，演示给学生看，演示过程中，
学生看着手摇后小灯泡亮了，还能过两根导线将产生的电流
引出，使灯座上的灯亮了，，学生看着这些蛮新奇，也急于
想了解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经过观察，里面是没有电池的，
但有个类似于小电动机一样的东西，通过转动摇柄，使电动
机的轴快速转了起来，然后就有电，灯就亮了。其实，这里
的电动机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发电机了，它的工作过程和电动
机是相反的。电动机是由电生磁，而发电机是由磁生电。

这样，学生就了解了发电机转动是能够产生电流的，自然联
系到生活中大型的发电机是不可能靠人力驱动的，那靠什么？
靠大自然中的各种力量。对于这些力量，学生的举例说明有
一定的生活经验，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从而了解到人们生
活中所用到的电能均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大自然，也进一步认



识到了能量的相互转化过程。最后，给学生看了些利用太阳
能、风力发电站的图片，看了段水力发电的片断，那么庞大
的发电机组在水流的冲击下转起来，使学生更有感性认识了。

本节课的最后我安排了一个自制电池的小实验，这个小实验
同学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做，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对电池能
产生电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科学课能量教学的教学反思篇四

我这次承担的是我们雨山实验学校中小衔接的科学课，和中
学部的徐业刚老师共同执教六年级的《能量的转换》一课。
徐老师是中学生物教师，在指导实验这一块比我经验丰富的
多，所以就由他来指导学生实验。可以说这节课最能体现中
小衔接的特点，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学生，不同的老师，给
学生肯定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小学老师的慢节奏和初中老师
的快节奏、小学老师语言的重复啰嗦和初中老师的简明扼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节课的形式是比较新颖，学生很感兴趣，小学科学最主要
的是要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
还怕孩子学不好科学？其次听课的老师也很感兴趣，因为毕
竟像这样两位老师共同完成一节课的模式是比较罕见的。

本节课的授课内容是六年级下册《能量的转换》一课。学生对
“能量”这个抽象的概念应该说比较陌生。所以在导课时我
便从体验活动开始，通过搓手让孩子感觉到了热能和声能，
通过开灯让学生感觉到了光能和热能，这样就自让而然地引
出了能量的重要特点：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
式，进而揭题——能量的转换。紧接着由徐老师指导孩子们
实验，孩子们兴趣盎然地做着实验，进行记录，汇报，实验
进行地有条不紊。

做完实验，由我继续为同学们上课。课堂生成的部分是“让



学生说说身边能量转换的例子。”这部分内容最能体现整个
课堂的成效，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发言。涉及到多方面，
教室内、家里、马路上、大自然中到处都有能量转换的事例，
看着孩子们举得高高的小手，我真不忍心打断他们。

教学是一门缺憾的艺术，由于前面的时间拖延，课堂的最后
时间有点紧，导致最后的探究性制作玩具没能完成。如果我
当时不发工作纸给学生写的.话，最后一项探究性性小制作完
全有时间做好。我在设计的时候既想展示小组合作的形式，
又想让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对飞旋扣子的兴趣。就在最后的5分
钟，我还没有选择舍弃其中的一项。所以导致课未上完，留
下我深深的遗憾。这次教学经验告诉我，在的今后的课堂教
学中，你不一定要教条地根据你事先的教学设计来上课，课
堂上的情况有些是你预料不到的。一定要根据课堂实况，该
舍弃的时候就舍弃，不能面面俱到。有时面面俱到反而适得
其反。

科学课能量教学的教学反思篇五

在教学过程中，我利用小实验引入新课，引起学生极大的兴
趣，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培养了学生的发散思维，也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学生很敢于发表自
己的见解，与他人愉快合作、交流。

六年级学生对能量、能量转换的事实知道的并不少，本课指
导学生用能量和能量转换的观点充实自己原有知识，初步建
立了能量和能量转换的概念。本课第一个活动重点是建立电
能和其他能量的概念，第二个活动的重点认识电能和其他能
量的转换，两个活动密不可分。第一部分从电能用途非常广
泛直接引入电能的认识。教科书引导学生找找他们能做什
么“工作”认识其他能量形式。第二部分以学生熟悉的`家用
电器为对象通过调查、研讨把认识从可以做什么工作上升到
把电能变成了什么能量，然后从电能转化延伸开来引导学生
认识其他的能量之间的转化。



本节课运用新的课程理念，把能量的有关知识让学生通过各
种途径进行了解，培养了学生的各种能力。通过让学生搜集
事例和事实，鼓励学生关注人类使用能源的前景，增加了学
生学习科学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