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优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教案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教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篇一

这是一节比较轻松的课，我没有准备一件器材，直接拿着课
本和作业本就走进了课堂。

从寻找身上的物品来判断材料，到寻找书包里的物品判断材
料，最后寻找教室了的物品判断材料。在前面三个活动的基
础上，总结出几种常见的材料名称就水到渠成了！课的重点
部分教学完成很是轻松！课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描述常见材
料的特性，课本提供了木头这种材料的描述范例，考虑到三
年级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我让学生自己选择一种常见材料
进行模仿着描述，结果显示：学生间的'差距比较明显！描述
这方面的能力在前面的教学中也已经发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这容易导致课堂凌乱、浪费时间、降低教学有效性！如何解
决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自己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篇二

土壤

动物

五、随堂练习

（一）用纸巾包住土壤，用手使劲握一握，纸巾（湿）了，
说明土壤里有（水分）。



（二）将硬土块放入水中，会看到有（气泡）从土块中冒出，
说明土壤中含有（空气）。

六、温馨提示

在外出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篇三

本课是九年级化学第二单元的复习课，本单元主要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空气和氧气，空气主要复习了它的成分、探究实
验、用途和空气污染。而氧气主要复习了它的性质和制法。
首先是让学生回忆这一单元主要学习了哪些内容，所回忆的
内容进行复习。通过学生回忆所学知识，然后根据学生的回
忆形成一个知识网络进行复习，并配有一定的中考真题。不
管是从教学内容还是习题的选择上，我都考虑了学生的知识
水平。但是整节课下来，还是有很多缺点，现对本节课做出
反思。

首先是学生回忆本单元知识环节，从以往的教学中，我认为
学生对第二单元的知识掌握得还是比较好，可是从本次环节
看出大多数学生对本单元的整体认识不够，而且不愿意去看
书及思考。在此环节浪费了较多的时间，从而导致本单元的
复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环节如果改成先让学生快速
浏览本单元重要知识点然后再请个别学生进行汇报的方式进
行，可能效果较好。因为我们的学生都存在一个特点是学习
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是被动地去学习，不愿意思考问题，
从本环节也能看出我对学情分析不够。其次，也是我一直都
存在的问题，上课都能给学生准备一些习题，也能给时间给
学生思考，但是对学生思考后回答问题的评价力度不够，没
能给学生充分发挥的机会，也没有适当地鼓励学生，这可能
也是学生在课堂上不愿意思考问题及回答问题的主要原因。
再次，由于复习内容较多，虽然本课的重难点都能突破，但
是对于学生本身的难点，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分化。我们学生



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也设计了让学生进行相关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但是由于时间
较紧，本环节被省略了。

总之，经过本次公开课，让我对我们学生的学情及我个人都
进行了深刻反思，也让我对我今后的整个复习计划进行了改
变。我希望经过我的努力能让学生在中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篇四

（一）

从学生的认知规律来看，一般都是从具体的事物逐步过渡到
抽象的概念。物体是非常具体的，有形状、大小、气味、颜
色等可以直接凭感官体验的`特征，而物质是一个非常抽象的
概念，研究的是其很本质的东西，如各种单质与化合物的基
本性质，这些内容绝大部分必须在中学的化学课中才学习，
故小学生很难把握物质的真正含义。材料可以作为这二者的
中介，它比物体抽象，比物质具体，是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
的概念，也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如木材、
玻璃、塑料、金属等。

（二）

这是一节比较轻松的课，我没有准备一件器材，直接拿着课
本和作业本就走进了课堂。

从寻找身上的物品来判断材料，到寻找书包里的物品判断材
料，最后寻找教室了的物品判断材料。在前面三个活动的基
础上，总结出几种常见的材料名称就水到渠成了！课的重点
部分教学完成很是轻松！课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是描述常见材
料的特性，课本提供了木头这种材料的描述范例，考虑到三
年级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我让学生自己选择一种常见材料
进行模仿着描述，结果显示：学生间的差距比较明显！描述



这方面的能力在前面的教学中也已经发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这容易导致课堂凌乱、浪费时间、降低教学有效性！如何解
决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自己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我们周围的材料教案篇五

由于空气无法直接观察，学生对空气的原有认识相对是较少
的，这些将造成空气的教学有相当难度。

空气的存在，需要学生用相关的证据来证实。由于空气无法
直接进行观察，所以学生需要借助其他媒介进行间接观察。
证明空气的存在，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空气特征的认识
活动。空气这部分内容较以前有了更加充分的设计。这一课
从说说自己的认识开始，到捕捉空气并观察空气，再到比较
水和空气的异同。没有像以前在有关空气的特征上追根揪底，
搞不灵清。所以，这节课的气氛非常轻松！有了前面对水的
认识，通过比较，学生能够轻松的建立对空气的认识。这节
课的几个活动设计虽然很简单，但学生兴趣极高。特别是捕
捉并感受空气以及画风这个活动。

在讲解空气的特点时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空气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在后面又会讲到风是空气流动形成的，这里学
生会问：既然是摸不着的，那为什么电扇在吹的时候能感觉
到风，既然感觉到了风也应该是能感觉到空气，也就能摸到
空气。

这里就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跟学生解释空气的特点就要
特别讲明：空气直接触摸不着，但是可以通过间接进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