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篇一

1、能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问题作假设性解释，能制作太阳
家族模型。

2、愿意合作交流了与探索和发现事物奥秘的欲望。

3、知道太阳系的组成，认识八大行星。

1、知道太阳系的组成，认识八大行星。

2、能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对问题作假设性解释，能制作太阳
家族模型。

讲授法、讨论法

一课时

导入：观察教科书中的图片，引入对太阳系的研究。

（一）提出问题：你知道的太阳家族有哪些？

（二）猜想假设：小组内进行。

（三）制定方案：



1、交流有准备——说说我们知道的太阳家族。

2、初步构建新知

（1）师生交流收集资料

（2）通过学生收集的资料交流新知

3、明确恒星、太阳系组成的概念

恒星是自己能发光、发热的星体。太阳是一颗恒星。太阳系
由太阳、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彗星、流星体、星际物质及
围绕行星运转的卫星组成。

4、实施探究：

（1）太阳系到底有什么呢？学生提出探究问题。

（2）选择一、两个或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

（3）深入研究，进行信息收集和整理。知道八大行星的名字
及排列顺序。

（4）交流整理后的资料。

（5）进行研究小结，提点课本上的资料卡。

5、实践操作（制作太阳系模型）

（1）请你根据太阳与各个行星的大小，按比例缩小捏成橡皮
泥模型，然后在小组内举起模型，按照太阳与八大行星的距
离按比例缩小。最后演示八大行星是怎样围绕太阳公转的。

（2）生动手操作，通过建立模型的活动，加强学生对有关宇
宙的感知和理解力。使学生体会到宇宙中的天体是相互联系



的、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6、展示各小组作品并给予评价。

7、拓展创新：

查阅资料了解彗星的彗尾是怎样形成的？

8、问题解答

问题一：什么是恒星？

答：恒星是自己能发光、发热的星体。

问题二：太阳系的组成？

答：太阳系由太阳、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彗星、流星体、
星际物质及围绕行星运转的卫星组成。

问题三：行星是如何判断的？

答：在太阳系中，凡满足下列三个判断的定义为“行星”：1、
绕日运行；2、近似球状；

问题四：为什么冥王星不属于行星？

答：冥王星由于其轨道与海王星的轨道相交，不符合新的行
星定义，因此被自动降级为“矮行星”。

问题五：彗星的彗尾是怎样形成的？

答：彗星是在扁长轨道上绕太阳运行一种质量很小的天体，
呈云雾状的独特外貌。彗星的主要部分是彗核，它由冰物质
及有机化合物和灰尘组成。当彗星接近太阳时，彗核中的冰
物质升华成气体形成雾状的彗发；彗发中的气体和微尘被太



阳风推斥，在背向太阳的那边形成数亿公里的彗尾。彗星远
离太阳时，彗尾就逐渐缩短直至消失。

20、太阳家族

水星木星

金星土星

地球天王星

火星海王星

教学反思：通过本课的学习，学生知道了太阳系的组成及八
大行星的排列顺序，初步认识了八大行星的特点。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篇二

作为一名科学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当怎样做才能有所创
新呢？通过学习和几年的教学经验，我体会到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1、注重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创新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培养自己主动探究，获取新知识，得出新成果的一种教育手
段，教育创新要有具体的实施目标，实施措施，不能搞教条
主义，要从培养学生从能力入手，改革课堂教学。教学中，
教师要有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如何才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能力，不满足于书本或生
活中所给予的知识和经验，使学生自己能主动去探究，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

2、科学课教学创新不能离开基础知识的传授。学生只有在充
分掌握了基础知识的条件下，才能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当
代科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潜藏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创



新能力。但由于学生的思维水平、认知经验、知识构架的不
同，还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确定不同的创新
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创新中注意层次，普遍开发。让
学生积累生活经验，自主探究，获取知识和能力。

3、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对所教班的学生的思维水平、
认知经验、知识构架做了充分了解，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
基本技能的培养，有机利用一些课件，进行资源整合，教会
学生学习方法。要让学生在教学的情境中，树立创新精神，
主动发现问题。还要使他们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发
展，从而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

4、科学教师在教学创新中，应当针对学生智力发展水平及认
知方式不同的特点，做到有的放矢，培养学生的认知，从而
形成知识的迁移，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然后再结合丰富的
教学经验，将教学资源进行适当的整合，使学生产生新的体
会，得到新的知识。

总之，科学课教学创新是一门艺术，它要求科学课教师在日
常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如果教师具备
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那么他的教学就富有了创新的活力，就
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引导，激发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自
主参与学习过程，做到探究性学习。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篇三

首先引导学生回顾以前学习的知识，天气变化之前会有预示？
地震之前会有什么预示呢？通过学生的回顾，引出课题。这
些都是来自大自然的信息。这样设计，我摈弃原来的想法，
更能够引发学生的共鸣。因为这些都是学生掌握的知识。

然后以年轮的为例，研究来自大自然的信息。这个部分需要
学生进行观察探究，需要准备树木的横截面。由于材料的缺
少，引出只能够让学生进行观察多媒体上的图片。这样学生



虽然能够进行观察，但是效果就大大打了折扣。因为一些研
究需要动手去操作。如果学生手中有树木横截面的话，我们
就能够更好地实际操作进行研究，从而可以放手给学生进行
探究，只要学生在探究的方法进行指导。然后指导学生进行
探究，思考，发现，总结。然而这些，在本课的实际的操作
没有采用，学生只有观察图片。

在学生进行观察的时候，由于没有动手进行测量，学生只能
够进行观察颜色的深浅，年轮的形状、大小，疏密等。在学
生小组合作交流交流下，学生最终得出自己的发现。虽然效
果不如实际操作，但是学生能够进行认真的观察，小组交流
讨论，达到了学习的效果。

在大自然还告诉我们什么信息的部分，首先学生进行汇报自
己的搜集的相关的资料。这样全体学生进行共享，既增加学
生的学习的知识，有锻炼了学生搜集材料的能力。然后学生
的汇报之后，老师就补充一些资料，特别是相关的植物能够
告诉我们地下矿藏的资料，引起了学生的极大的兴趣。在这
个部分结束之后，我如果顺势引导激发学生使他们再去查阅
植物和矿藏的资料，我想效果会更好地。

最后是学生的学生的应用知识的部分。出示树木的外形，判
断他们的生活的环境。这样学生就能够更好地进行学习学以
致用。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篇四

本课教学“轮轴”的秘密，对学生而言，轮轴虽是一个新的
简单机械知识，但生活中的应用却相当广泛，在教学中，要
努力唤起学生潜意识的苏醒，当他学完这课后，他会恍然大
悟：“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啊！”，并会去关注生活中更多
蕴含着科学道理的事物和现象。

为了让学生能有切身体会，我为每个小组准备了一个水龙头



和一把螺丝刀。水龙头是去五金店里借的，学校可没有，最
好找那种“轮”可以卸下的水龙头，这样可以让学生体会一
下，在轴上用力扭水龙头那费力的感觉，就对“轮上用力可
以省力”有更深的印象了。

本课的教学难点在于“研究轮轴作用”、“轮轴的轮的大小
对轮轴作用的影响”两组实验。为什么难？一难在材料，二
难在操作。因为两组实验有先后层次关系，需要三个大小不
等的轮来完成两组实验。我利用了原来的“机械实验盒”中
的材料，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因为最小的轮无法和其他两个
轮固定在一起，也就造成了“轴”“轮”不同步转动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用502胶水，将小轮粘在了中轮上固定
了起来。

实验一：用细绳（一定要细绳，不然摩擦力太大，实验会不
成功）在轮上绑紧，要求达到“轮转绳动的效果”，小轮作
轴直接挂钩码当重力（阻力），中轮绳子绑紧后绕上两圈然
后挂钩码当用力的大小，就能带动轴（小轮）转了。（不绕
两圈，垂直时直接挂钩码是不会带动轴转的），通过实验，
能发现“在轮上用力可以省力”的道理。

实验二：将实验一的装置扣上机械盒中最大的那个轮（两者
有卡扣和槽），仍以小轮作轴挂钩码当阻力，大轮绑紧绳后
绕个圈挂上钩码当用力大小进行实验。大轮省力的效果非常
明显，2个钩码居然能提起6个钩码！学生感到非常惊讶，同
时也对“轮越大越省力”的道理刻骨铭心。

最后，让学生例举生活中应用了轮轴的现象，学生能说出很
多很多，除了书中五种，还提到了：自行车的龙头、钥匙、
电扇开关等等，开红酒的开瓶器等等。充分体会到了生活中
的机械应用无处不在，机械的应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此课教学，也更使我感觉到科学课的材料准备很重要，课前



教师自己的操作体会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准备，上课时就
要事倍功半，就要出洋相咧。

六年级科学课程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的教学分为六个步骤。

第一步是以变魔术《变色花》导入。以变魔术《变色花》为
情景，引导学生观察和思考，猜想 “花为什么变色了?”，
激起学生探究科学的兴趣。

第二步是指导学生认识什么叫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酸碱指
示剂。在学生的兴趣被激起后，组织学生通过实验来验证酸
性物质、碱性物质和酸碱指示剂，引导学生根据实验所看到
的现象，解释变色花的奥秘。

第三步骤是课件展示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
以及对一些酸性物质和碱性物质的感受，加深对酸性物质和
碱性物质的理解。第四步是自制酸碱指示剂。你还知道哪些
物质是酸性物质?哪些物质是碱性物质?让学生认识到需要做
一些相关的检测活动，需要一些检测的试剂，继而产生自制
紫甘蓝汁的意愿。然后用大屏显示“用紫甘蓝压汁做指示剂
的方法”，并让学生分组制作指示剂。通过自制指示剂的活
动，引导学生细心观察，自主合作，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合作
能力。

第四步是用自制的指示剂检测各种物品。根据颜色的变化，
判断物质的酸碱性。通过检测活动使学生对酸性物质和碱性
物质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紫甘蓝汁做指
示剂只能粗略检验身边常见物质的酸碱性，要想准确检验物
质的酸碱性，还要用其他现成的酸碱指示剂。

第六步是知识拓展。通过杜鹃花和竹子对土壤酸碱性的要求，
引导学生在家庭中用自制的紫甘蓝汁或检测纸检测河水、土



壤等的酸碱性，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节课我能够以学生活动为载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产生探究科学知识的欲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探索与研
究，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体现了科
学新课标“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完成了预定的教学目标。

在这堂课里不足的就是受时间限制，不能为同学们带来更多
含酸碱性的物质做实验，没能让学生了解到更多酸碱性物质
的变化，学生的实验兴趣还未能充分实现，这些都是以后在
教学中要改正的。

总之，在小学科学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该认真钻研教材，
充分准备好教学和学生实验器材，以观察入手，从提出问题
到解决问题，让学生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从中获得
科学知识，体会科学探究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