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溶解度的教学反思 拓展性课题最轻
的气体教学反思(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溶解度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的课题是v-ingasadverbial.因为本节课是在下午第一
节课进行，学生精神状态不佳等因素。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在导入部分引用歌曲,学生都很熟悉，并且很有
活力的一首tfboys的歌曲进行导入。并通过造句ppt展示，复
习v-ing做主语、宾语、宾语补足语、表语和定语。在复习之
前学的现在分词用法的基础上，引出现在分词作状语用法。
在引领探究部分，为了让学生能够循序渐进的.探究掌握v-
ingasadverbial的用法，从探究一到探究五的题目设置也是由
易到难，并结合练习来达到掌握的目的。最后训练检测部分
也是结合高考考查形式，有针对的进行训练高考分词作状语
的考查形式是以语法填空、短文改错以及作文高级句式考查
的。因此训练检测部分的题目设置也主要从这三个方面练习。

一、上完这节课后我对本节课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为本节
课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导学案的设计。导学案的设计由易到难，层层深入，重难
点突出，并能够结合高考考查形式。

2.导入部分设计较好。能够把复习的知识与学生感兴趣的歌
曲相联系，让学生在情境中感受英语语法。

3.对于生成问题处理较好。在课堂中有很多生成的东西，这



些生成东西处理好了，会成为一节课的亮点。

二、本节课也有不足和有待改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板书没有设计好，有些凌乱。

2、语法课最好是把句子呈现在黑板上，这样学生看得更清楚。

3、对于有些名词的解释应在课前告知学生，比如，什么叫逻
辑主语。

溶解度的教学反思篇二

12月27日在南汇区下沙中学听了静安区“七一中学”过志慧
老师的“气体的压强”（牛津版）一课，颇有收获。

这节课教师确定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直观体验“黄豆对容器
壁的撞击”，借助粒子模型，推理气体压强的产生；2、通过
对系列演示实验现象的分析与讨论，体验大气压的存在，认
识到气压是可以改变。3、通过体积改变对气压影响的探究实
验，学习实验设计的方法，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激发科学
探究的欲望。

从整节课的教学过程来看，教师首先借助演示实验——“黄
豆对容器壁的撞击”和ppt微观粒子模型动画，推理气体压强
的产生。接下来教师、学生分别演示瘪掉的乒乓球复原实验、
给足球打气实验，分析温度、气体粒子的数量对气压变化的
影响，并借助ppt加以微观说明。然后请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
注射器设计实验来研究气体体积改变（粒子数不变）对气压
的影响。最后，以黑板上的吸盘为什么不掉下来引出有大气
压强存在；演示马德堡半球实验并分析讨论马德堡半球很难
拉开的原因，认识大气压的存在；演示实验如何让气球不吹
自大并用气压改变的知识解释其原因。



本节课的`内容是教材的一个难点，知识抽象，思维量大，是
一节很难上的课。但过老师的这节课设计思路清晰，借助于
一系列的实验活动配以清楚的讲解，使学生明白了主要知识
点。成功地突破了难点、突出了重点，知识目标达成度较高。
实验、ppt的设计有独到之处，是很好的经验。过老师教态亲
切、始终面带微笑、十分注意鼓励学生，语言流畅、应变能
力强、善与学生交流对话，这些都是上好科学课、贯彻新课
程理念的必不可少的教师素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这是一
节相当好的课。

但从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兴趣、方法与能力的角度来看，本
节课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可能。例如，1、课的一开始就借助粒
子模型来分析气压的产生，尽管用了“黄豆对容器壁的撞
击”的实验来说明，难度偏高，若能利用生活问题如“如何
使瘪掉的乒乓球复原？为什么能复原？”从生活切入主题，
更会引起学生兴趣。2、学生利用教师提供的注射器设计实验
来研究气体体积改变（粒子数不变）对气压的影响的活动，
学生两人一组，学生交流的范围太小，思维的碰撞不够，教
师只和学生探讨了针管里气体体积变小时观察到的气压变化，
而没有向学生询问针管里气体体积变大时观察到的气压变化
是什么，而是采用了推理的方法加以回避，但学生肯定是有
疑问的，是否可以在讲完大气压后进一步解释一下。3、演示
实验“如何让气球不吹自大”的学生活动记录单的设计偏难，
超过了大多数学生的认知能力。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与大家交流。欢迎指正。

溶解度的教学反思篇三

西安市未央区西航三校张爱英

《掌声》一课生动地记叙了身患残疾而忧郁自卑的英子在上
台演讲时得到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在这掌声的激励下，她
鼓起生活的勇气,从此变得乐观开朗。这篇文章语言质朴，但



在平谈的叙述后面饱含着一个充沛的情感主题：文章中“掌
声”代表着鼓励、尊重，代表着“爱”。全文以英子的感情
变化为主线贯穿全文，多次写到英子的神态与动作。因此，
如何指导学生朗读课文，感受英子在掌声前、后的变化；怎
样通过英子的外在动作、语言来体会英子的心理变化，这是
本课的教学重难点。

那么如何在教学中让学生在情境诵读中入情，在切己体悟中
融情，在拓展延伸中升情呢？我反思教学过程，觉得以下几
点做得比较成功：

一、对教材进行了深入分析，做了精妙的设计。

教学片断一：配乐范读课文，做好情感铺垫。

《掌声》这篇课文讲的就是我们同学间的事情，故事很感人，
张老师想先读

给大家听，请同学们打开书，边看课文边认真倾听，想想哪
些地方也打动了你？

通过我声情并茂的范读，使学生直接领略老师的语气、语调
及表情，进而仔

细体会课文的思想内容，把握课文的感情基调，拉近了老师、
学生及文本的距离。

教学片段二：释词读句，巧妙导入。

1、“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姿势”。认读词语，正音
释词。

2、老师介绍小儿麻痹症，引出落下残疾的英子。

教学片段三：先抓首尾，再探中间。



1、学生初读课文后，交流：英子是一个怎样的小姑娘？你在
哪里找到的答案，能说说你的理解吗？（学生：寂寞、不自
信、孤单）

2、刚才同学们说英子自卑、孤单，课文第四自然段中有一个
词语，它概括了英子的这些表现，哪个词？大家找一找！
（学生：忧郁）

3、她就这样一直忧郁下去了吗？没有？你从哪里知道她没有
一直忧郁下去？（生：她不再像以前那么忧郁……）

默读课文的2、3自然段，划出描写英子神态、动作的句子。

教学片段四：抽丝出茧，对比理解。

1、课文两次掌声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是支持、鼓励；第二次是称赞、表扬）

2、对比两个“一摇一晃”。

出示：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她终于一摇一晃的走上了讲台。

英子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在掌声里一摇一晃的走
下了讲台。

问：大家看，这两句话中都有“一摇一晃”这个词语。同一
个词语，同一个姿势，英子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让学生领
会英子的内心变化，从而体现掌声对英子深远的影响。

二、挖掘教材空白点，学会通过人物的外在表现揣摩人物心
理，激发思维。

教学片段：“掌声”处填白



生：英子，你不用害怕，你一定会讲好。

生：英子，你不要自卑，我们会支持你。

生：英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会笑话你。

三、拓宽教材精神领域，把爱化做支持、鼓励、表扬、赞许。

在这篇课文中，英子因为同学们的两次掌声改变了性格从而
也改变了人生。课前阅读提示说掌声是一种爱的表现，在我
的教学过程中，掌声远远不是一个爱字能包括的，它还能细
化成支持、鼓励、表扬、赞许，从而也教孩子们明白在生活
中我们能把掌声送给更多像英子这样需要掌声的人。

上完这节课，我从中领悟到：语文是学生精神栖息的家园，
语文最终的意义是对学生心灵的滋润、灵魂的塑造和精神的
引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我们就要引领学生走进文本的最
深处，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尽显个性地在文本里绽放智慧的
花朵，愉悦、兴奋地在课堂上做生命的飞翔和超越。

本课教学是教研组长示范课，虽然有很多值得欣喜的成功之
处，但也还存在许多细节的瑕疵，以后还需要认真钻研，不
断提高自己的语文教学水平。

溶解度的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反思修红英的工作室教学反思

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学习、运用过去时态这个语法知识，
我注重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巧设教学情境，通过现代化的多
媒体手段一步步展示动词原形到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让学生
逐步体验知识的无穷变化。同时，课堂上借助多样的练习方
式、激烈的比赛及有趣的游戏，让学生兴趣盎然的投入到课
堂活动中来，使他们乐学、会学，乐此不疲。



本课的成功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课伊始，让学生伴随着音乐用全身的.动作反映法练习动
词短语，既巩固以前学过的知识，还可以短时间内抓住学生
的注意力。

2.多媒体展示了动词原形到动词过去式的变化，生动、形象、
具体的体现了本节课的重点。

溶解度的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通过实验可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热情，注意引导学生
观察及比较分析其中的化学内容。通过氢气的可燃性，增强
对氧气助燃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燃烧与燃料进
行典型案例的铺垫；通过氢气用途中涉及的氢气的还原性，
增强对氧气氧化性的理解与认识，并且为后续学习中形成还
原性、还原剂等概念进行初步的铺垫；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
形成可燃性气体必须验纯和如何验纯的知识与技能。

教学中在注重上述知识与技能内容的同时，还必须围绕本单
元的'教学中心——启蒙微粒观。通过氢气的爆炸实验和爆炸
极限，适当渗透一些微观粒子运动分析，为宏观到微观的思
维分析搭桥，为今后学习物质的微观结构奠定基础。

总之，教师需要明确，这节课主要学习哪些内容，这些内容
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