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优质6
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优秀的
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一

科学课重在培养同学的动手能力，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引导同
学亲身经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回顾我整节课的教学，无论是
对教材的处置，还是对资料的选择，以和教学过程的设计都
充沛体现了同学是科学学习的主体，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
心的教育理念，为同学自由地展开学习过程，提供了适当的
条件。《神奇的水》一课，着重使同学经历一个科学探究过
程。根据餐巾纸和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识毛细现象发生的
原因；同时使同学认识水的张力的大小。本课的教学特点，
要把认识因果联系的思维过程设计得生动。基本过程是：观
察水沿餐巾纸上升，引出问题：“水往低处流。水沿餐巾纸
上升是怎么回事？”有能发生毛细现象的，要体
现“孔”、“隙”的多样性；要有典型的孔和隙，有像布和
纸那样的孔隙，有像土壤那样的孔、隙。

本课中，我首先让同学解释水沿餐巾纸上升，解释后又让同
学找出与餐巾纸类似、水能沿着它上升的物体，说出这些物
体的一起点。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引导同学经历认识发生、
发展的过程，让同学经历怎样考虑，怎样验证自身的解释。
经过这样考虑：

(1)全体同学明白了假设的内容

(2)经历了一次由此和彼，学习全面考虑的过程。



(3)通过考虑为“用什么资料进行实验，怎样进行实验，实验
中观察什么等后续的`学习活动”，建立了充沛的基础，特别
是为推理建立了充沛的基础。

在教水的张力的时候，让同学知道杯中的水要满，忽视了强
调实验中“杯中的水一定要很满”这一环节，以致于同学在
做实验的时候有些混乱，实验结果出现了误差。在后来的课
上我就尽量做好实验前的强调工作，如怎样减小误差等，同
学听后，在实验中就能注意到，实验效果也好些。同学在做
实验到后期时耐心就大大减少了，开始还能一个一个地放回
形针，到后来就一下子放很多个，结果就有误差，这样对水
的外表张力的认识就不够深刻。而且有的同学在实验过程中
意识到了某些问题的存在却不能引起重视，对实验结果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如实验时要小心桌子，以免水翻出来。

总之，这是一节实验课，能让同学充沛动脑和动手。同学比
较喜欢上这堂课，也能积极投入到课堂中，体现了同学的自
主性。创设研究水的情境，一起观察水，感知水的神奇。尽
量实现师生、生生双向交流，使课堂从被动的、服从的师生
关系转变到和谐、互动的关系。

《神奇的水》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二

这是一首外国的儿童诗，读时琅琅上口，同时又意味深长，
耐人寻味。全诗4个小节，短小精悍却富有哲理。作者以形象
的比喻，简明的语言，介绍了书给人们带来了乐趣，讴歌了
书的神奇、书的美丽与魅力。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朗读是理解诗歌的最佳手段，所
以在本节课我把阅读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设计了自由大声
朗读、自由读、默读、齐读、同桌合作读、接读、比赛读等
各种形式的读，学生在读的过程中领悟了思想感情。

在教学第一、二小节后，指导学生仿照前两段写一写。学生
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虽说孩子们的语言还很稚嫩，但是表达
了他们的心声，体现了孩子们对诗歌的理解。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三

我最初提出让学生将直尺插入水中观察水是否会爬带有很大
的即兴色彩。我想与其让学生发现水会沿着纸巾向上爬后，
再让他们仔细观察纸巾，不如给他们设置一个疑问：水为什
么不会沿着直尺向上爬？接着我提示学生思考两次实验改变
的条件是什么，不变的条件是什么。由于改变的条件只有材
料，所以学生得出水爬与不爬与材料相关就相对容易一些。
再加上纸巾和直尺一软一硬，一个充满空隙，一个结构质密
表面光滑，较容易对比，提出假设，这样学生提出假设也就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一下，
我们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
彼此交换，我们就都有了两种思想，甚至更多。”所以学术



上追求卓越的人一定要善于而且渴求和别人交换思想,集众家
之长。我认为在课堂上将这句话稍加改变不仅能使学生认真
听取别人发现，而且也激发了学生交流的积极性。今后总有
一天学生能够看到萧伯纳的名言，我想那时他们大概也会想
起这节课学科的某些片断吧。

1、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对一些有价值的细节没有充分利用。
比如在学生汇报水的表面张力猜测与实验结果时，我没有抓
住机会让实际放回形针数少的组分析少的原因；比如有个学
生在汇报本组水的表面张力结果是，本应是“加满水后水的
表面呈……水将溢出前水的表面呈……”，而这名学生却两
句话都是“水溢出前的杯子……”我只顾让各组汇报结果，
没有及时纠正学生叙述上的错误；比如学生处理溢出来的水
的方法，其实正好利用了水的毛细现象，但在学生联系生活
中的毛细现象时，我没有加以有效的引导。

2、语言不够严密、准确、科学，没有做到字斟句酌，随意性
比较大，针对性不强。

1、科学课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教师首先要具备一定
的科学素养。正如一句老话：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有
一桶水。科学教师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并能对学
生在课堂内外发现、提出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而培养
学生单独或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生爱科学，爱实验，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作为科
学教师应该多组织学生做实验，真正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四

在导入课题后，我让学生读读诗歌，在初步了解诗的大意后，
让学生说说懂得了什么，然后带着这种理解，再读读每一小
节，加深对诗的理解。



之后，我让学生联系上下文，说说“书”的神奇表现在哪里，
抓住重点诗句来理解。我还引导学生体会一二节运用对比的
写法，边理解诗意，边让学生想像，还可以用哪些事物做形
象的对比，来突出的书的神奇，然后让学生仿照前两段的写
法，再写一写。学生写出了：“没有一艘神奇的飞船，能像
一册书籍一样，带我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也没有一列非凡的
列车，能像一部史书一样，带我们去穿过时空的隧道。”等
诗句。由此看来，学生对书的神奇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本课时中我设
计了以下几个教学环节：一，复习旧知，包括复习生字词和
读通顺课文。二，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这是本节课
的教学重点也是教学难点，教学中力求图文结合，情景相融
激发学生朗读的兴趣并做到读出感情。三，指导背诵。四，
书写生字。五，布置实践性作业。

班中也有那么一些小书迷，让他们谈自己读书时的感受，有
学生说：我感觉书就像一部长部电影一样，让我看到人生的
酸甜苦辣;有的说：书就像美味食品，让我忘记了吃饭;有的
说：书像一首优美的乐曲让我陶醉;还有说书像钥匙，像心理
医生、像一幅风景画、像一杯茶、像一盏明灯……想不到学
生说出这么多对书的情感体验，让那么平时不大爱看书的学
生启发应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心得中写到：原来读书有这么
美，我以后也要好好读书了。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五

这是一首短小的精悍却富有这里的诗。作者一形象的比喻，
简明的语言，热情讴歌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
学习这首让人兴奋、令人震撼的诗，重点是理解“为什么说
书是神奇的”，难点则是引导学生体会“书装在了人类灵魂
中全部的`美丽”这句话的含义。

新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多读书、好读书、读书好、读整



本的书”。通过学习这首诗，加深学生对书的认识，激发学
生读书的乐趣，让学生养成爱惜书籍、勤于读书的习惯。教
学时从朗读课文入手，抓住课文是一首诗，朗朗上口、便于
记忆的特点，体会书籍的重要性。学生学习时应该边度边思
考，提出问题，展开对话与交流。重点研读关键的词句，积
累与感悟佳词好句的精妙。

教学时要重视朗读，尽可能的引导学生绘声绘色的朗读。要
引导学生入情入境地读出是个的节奏和韵律，要读出自己的
感受、自己的理解。另外我还注意了朗读的激励与评价，体
现层次性训练。

大班神奇的纸桥教案反思篇六

《神奇的书》是一首短小精悍的小诗，作者以形象的比喻，
简洁的语言，热情讴歌了书的神奇、书的魅力、书的美丽。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的意境，体会作者热情讴歌书的神
奇、美丽的思想感情。教学这首诗，我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在导入新课时，我从学生课前搜集的关于书的名言警句引出
课题，把学生的思绪一下子带到了书的领域。

1、以书为话题，我与同学们进行谈话：同学们平时喜欢看书
吗？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你认为读书有哪些好处？从而使
学生乐于和老师交流他们读书所得。

2、注重朗读，理解诗歌。这首诗语言简明，生动形象，适于
朗读。教学时，我注重指导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从而
体会书的神奇、美丽以及给人的兴奋和震撼。如初读诗歌时，
我让学生自由大声朗读诗歌，把字音读准，把句子读通顺。
在学生初步了解诗的大体意思的基础上，我让学生通过默读、
自由读来体会诗的'意境。精读升华感情时，我让学生通过齐
读、同桌合作读、接读、比赛读等多种形式，加深对学生对
诗歌的理解。



3、写法迁移，进行仿写。仿写的目的是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学习对比的写法。我引导学生体会前两小节，边理解诗意，
边让学生想象，还可以用哪些事物做形象的对比，来突出书
的神奇。让学生畅所欲言，在充分表达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仿
写一节，抒发对书的情感。

本诗语言简明、生动形象，适于朗读。在教学中，我指导学
生在多种形式的朗读下，体会书的神奇、美丽以及给人的兴
奋和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