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精选5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既然教案
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篇一

这节课我确定了“速读课文，整体感知——跳读课文，掌握
知识——精读课文，筛选信息——以意照言，体悟精神——
自由想象，畅所欲言”的思路，以上五个课堂教学板块，井
然有序，师生互动，45分钟读懂并用活了一篇3000字的科技
说明文，教风学风扎扎实实，没有花里胡哨，是一堂较成功
的文章阅读课。

一、在“授人以知”的基础上做到“授人以渔”。科普说明
文的本意在“授人以知”，教科普说明文的目标在“授人以
渔”，即掌握阅读科普文章的技法。我的教学设计，实行通
篇略读和快读，重点精读和研读，贯彻了“精读、略读、快
读一条龙”的训练方略。第三个教学板块“以意照言”，正是
“循环解释法”（“语言——思想——语言”）中的回环，
即张志公所说的“在语言和思想之间走个来回”。毛泽东说：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用“文意”之
“激光”去照射“文辞”，最能品味语言的妙处。读法对头，
所以学生对科普文章渗透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体悟都落
到了语言上，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二、比较好地处理了“走进文本”和“走出文本”的关系。
针对“浅阅读”蔓延，未能走进文本的通病，我运用“披文
得意”的阅读规律，注重紧扣文本去解读，务使学生“见得
亲切”。如第二节第五段第一句：“对科学的追求是永无止
境的。鱼类、两栖类克隆的成功自然而然地使科学家把目光



投向了哺乳类。”这是透露作者思路、显示说明顺序（从鱼
类到两栖类再到哺乳类）、闪耀科学精神的关键句子，经学
生找出，教师强调，共同辨识“不按时间先后顺序说明”的
奥妙，就在于“按生物进化顺序说明”最能体现克隆技术探
索和发展的进程。克隆技术的奥秘都在“换核卵”，但“换
核卵”本身又在不断突破，“克隆羊”不是换“胚胎细胞
核”，而是换“体细胞核”，所以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阅
读如此“同中见异”，确实“登堂入室”，走进文本深处了。
是“牵一句而解全文！”

在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入情得意”之后，又不能自我封闭
在“解文”的小圈子里，还要奋力走出文本，“知人论世”，
读以致用，使文本迁移、延伸到实际生活中去。第五个教学
板块，讨论对“克隆人”的看法，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开阔
视野、读出创意的话题，我抓住火候，学生“运思及物”，
纷纷发言，撞击出灿烂夺目的思想火花。

《奇妙的克隆》作为科普文章阅读课，当然有美中不足之处。
因为教学总是遗憾的艺术。我觉得自己“有点拘谨，缺乏激
情，未能完全放开”，再就是在时间上没把握好，最后的问
题过于急促，没有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以后应在以上方面
注意。

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篇二

为了更好的激发学生们的探索欲望，激发学生们的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的兴趣。我设计了讨论这一环节，目的是
让学生通过讨论，明确学习内容，探讨克隆技术对人类的影
响。讨论过程，基本上还可以。有的说，大熊猫是濒危动物，
繁殖很不容易，运用克隆技术，可以保护国宝。有的说，如
果有人利用克隆技术克隆出病毒，人类可就遭殃了。不足的
是，学生的讨论还不够充分，思想还有些紧张，放不开。使
讨论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总之，要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还要走很长很艰难的路。
还要与应试教育进行抗争。单凭教师的努力是不够的。还要
从考试上进行真正的改革。不然，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只是一
纸空文，一种口号，一种悲哀，一种形式。

范例六对于科普文章，我不想在写作思路的分析上花太多的
时间，因为这样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新课标》也明确
提出，要让学生提高分析、理解、提取、整理信息的能力，
高科技知识的文章，学生较为感兴趣，但如果老师过多的介
入，反而会适得其反，因而我设计了一个问题：阅读本文，
你了解了什么知识？问题较浅而且范围很广，同学们畅所欲
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全由自己的水平而定，回答问题的
同学争先恐后，热情高涨，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他们在生物
课上学的关于细胞学的知识，便很快地突破了本课的教学重
点：了解有关克隆的科学知识。在拓展延伸的部分里我还设
计院一个辩论题：正方——克隆技术能为人类造福，反
方——克隆技术不能为人类造福。以课本的知识作为理论基
础，加上他们课外所了解的事例、数据、故事等作为论据，
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男女双方你不让我，我不服你，争得面
红耳赤，场面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一环节里，课文的一
个难点：科技进步是一首悲喜交集的进行曲。不用老师做过
多的分析，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非常的轻松。

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篇三

看完朱老师的案例后，第一，最大的感慨是课堂设计时应先
从本年龄阶段的特点出发，第二，感受到先动脑再动手。

在教学中（2-4）岁时绘画是促进手、腿、脑机能的发展，主
要是锻炼孩子们的生理特点。（4-6）岁时象征期这个时候的
绘画有一定的目的与内容，这时期的绘画表现形式很独特，
这时期他们在表达对生活的认识，表达着他们的情绪，他们
绘画很抽象，这个时期教师要及时与他们交流，才知道他们
画的是什么。（5-11）高峰期这个阶段是最能表现儿童的情



感，表达儿童对世界看法的黄金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绘画
兴趣浓厚作品也具有表现力。儿童的这一时期时间比较长，
要不断的引导儿童观察生活，留心生活的细节，通过年龄阶
段的不断成长来吩咐表现绘画技能与手法，让每个人都能发
挥鲜明的个性，与绘画的不拘一格，标新立异。转折期
（11-13）儿童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会认为自己画的不想，不
敢像以前那样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而是犹犹豫豫，努力追求
形似。这阶段的孩子有了写实的倾向，也注意到比例大小，
结构透视，但画出来的作品反而没有了情趣，这个阶段是
是“眼高手低”的阶段，这给阶段也是高危期，如果引导不
好会让学生失去绘画兴趣。

所以我们也应学习朱老师的课堂设计，设计时要遵循学生的
生理特点，()顺应学生的发展规律设计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朱老师在设计课时，明显的感觉到朱老师是一个用脑的教师，
第一点教学生看大自然的图片绘画出铅笔稿的形象，这给环
节为以后学习素描i、速写等一些深入的绘画学习都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第二点将剪好的形象贴在白纸上，让学生通过比
较绘画，以往我在教学生时总是说看这个物体跟纸的最上的
边缘有一个手的宽度，这个物体有多大呢就是你手掌那么
大……这样啰里啰嗦说了一堆，学生还有的没听明白，又要
重说一遍，当我看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心里很幸福，终于找
到好办法了，这样通过简单的鲜明比较，学生们就能自己掌
握物体与画面的.比例空间关系。

以上是我从朱老师的案例中学习到的，我相信我这样不断电
的学习下去，仿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滴水终可以穿石。

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篇四

反思本节课教学，有以下几点：



反思之一：

物理教学要巧用身边的器具、生活中的器材，利用坛坛罐罐
做实验，一来实验器材学生能找到、有亲近感，做物理实验
不难；二来物理实验就在身边，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学
生兴趣高。这不仅符合新课改思想，也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兴趣爱好。作为希望学生喜欢上物理课的老师，何乐而不
惟呢！

反思之二：

提出问题是物理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学生有问题提出，
说明学生动脑筋了，是对老师教学内容思考的结果。本节课
的成功之处，就是充分张扬了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并通过师
生互动，肯定了学生的思考。使学生把物理和生活有机、自
然联系起来了，拉近了物理与生活、物理与学生的距离。

奇怪的冰教案及反思篇五

预习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忽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有助于学生
在课前解决字词等基础知识,为课堂学习扫清障碍,而且也是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要手段。

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枯燥无味的说明文变得生动趣味,
使深奥难懂的高新科技知识变得浅易明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

学习的主人是学生,把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是新课程
标准的`重要理念;也只有这样才是新时代需要课堂教学,才能
培养出新时代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