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
阳光下的影子的教学反思(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材分析

本课是北师大版第九册的第二单元的内容。

阳光下的影子是学生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他的形成与太阳有
着直接的关系。本课让学生从研究阳光的影子开始，他们会
感到非常的亲切、自然，同时也会十意识到研究关于太阳的
秘密原来并不复杂。

教材共2页，教学内容为2部分。

第一部分：观察影子

教材先用一幅照片告诉我们：太阳的光线要穿过环绕地球周
围的大气层，再透过树林、建筑物等到达地面。学生自然由
此联想到阳光下的树影，楼房旁、天桥下的阴凉处。这部分
教学内容要求学生亲历到阳光下去测影子，记录一天中影子
长短变化数据的活动过程。

第二部分：阳光下影子的特点

在经历了影子的观测活动后，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依次汇总分



析和交流。汇总比较各组的科学记录，培养学生善于从不同
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合理推理和科学判断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教材希望引领学生们思考太阳、物体、影子三者有什
么关系，让学生领悟到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二、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随着太阳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影子
总是和太阳的`方向相反

3、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规律来测定时
间

过程与方法

1、推测阳光下物体影子怎样变化

2、利用简易的日影观测仪，观测阳光下物体的影子的长短和
方向的变化，并收集相关的数据。

3、一天中影子长变化的数据作出影长随时间变化的柱状图

4、根据观察数据，发现阳光下物体影子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

5、运用阳光下物体影子变化的规律，解释人们为什么能用影
子计时。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自然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的变化之间是有联
系和有规律的

2、能够按活动要求坚持观察如实记录数据



3、能够根据数据和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推理

三、教学重、难点

探究影子的特点

四、教学准备

教师演示：日晷的图片或课件

分组实验：简易的日影观测仪、指南针、铅笔、直尺、表

五、教学过程：

（一）引入。

太阳给我们送来了阳光，同时也为我们送来了影子，今天就
让我们对这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做一番科学的探究吧！

（二）观察影子

（1）我们已经知道了影子的那些秘密？

关于影子，谁能提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

学生汇报交流。

（2）观测影子

讨论观测记录的方法

准备观测记录活动的材料和工具

到户外进行观测记录活动



铅笔影子的变化

观察时间

太阳位置和方向

影长

在课堂上每隔5分钟观察、记录一次。

（3）整理记录

（三）讨论阳光下影子的特点

2、交流新的发现。

发现了哪些现象和问题？

发现了阳光下的影子有时们共同特点？

能不能说说太阳、物体和影子三者的关系吗？

（四）拓展

你能通过影子的特点联想到阳光的传播吗？

教学反思：这堂课我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观测，极大的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因为这节课必须要到室外去上，更是吸
引了学生，他们比平时上课更加活跃。但由于课堂上的时间
有限，我把测量记录的时间改为5分钟记录一次，记录的相对
精确，可学生在处理上太过粗心，就出现了点误差，所以在
今后的要更加注意引导学生，学会尽可能的减少误差。



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篇二

昨天，科学课尾声，老师吩咐我们带好卷尺和竹杆子或木杆
子。我们一时百思不解，老师见我们着急，就笑着说：“明
天我们要做一个关于影子的实验!”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有
的来了手势，有的同学轻轻地击掌，我也暗暗说了一
声：“耶!”

今天，我们都把东西带齐了。一上课，老师就提出：关于阳
光下的影子，你们知道什么?今天你想研究影子的哪些问题?
等等。同学们纷纷提出自已研究的问题，如：在物体的什么
方向会出现影子?同一时间，不同物体的影子有什么不同?不
同时间，同一物体的影子有什么不同?影子的变化与太阳在天
空中的位置有关吗?等等，然后各组根据自已组想研究的问题，
跟随老师来到了一块阳光下的水泥地。

过了30分钟后，我们又去量了一量影子的长度，看看有什么
变化!第二次，影长：41.2cm，比原来短了许多，又量了杆顶
与影顶的距离，发现也变短了，成了66.7cm。我们把这个重
大发现记了下来…….发现这个秘密以后，我们小组的同学别
提多高兴了!

通过实验活动，使我们感到影子的变化与光线传播的速度很
快有着密切的联系，也知道了在早上与傍晚的时候影子长，
中午最短…….

这个实验活动，使我受宜非浅。

文档为doc格式

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北师大版第九册的第二单元的内容。



阳光下的影子是学生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他的形成与太阳有
着直接的关系。本课让学生从研究阳光的影子开始，他们会
感到非常的亲切、自然，同时也会十意识到研究关于太阳的
秘密原来并不复杂。

教材共2页，教学内容为2部分。

第一部分：观察影子

教材先用一幅照片告诉我们：太阳的光线要穿过环绕地球周
围的大气层，再透过树林、建筑物等到达地面。学生自然由
此联想到阳光下的树影，楼房旁、天桥下的阴凉处。这部分
教学内容要求学生亲历到阳光下去测影子，记录一天中影子
长短变化数据的活动过程。

第二部分：阳光下影子的特点

在经历了影子的观测活动后，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依次汇总分
析和交流。汇总比较各组的科学记录，培养学生善于从不同
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合理推理和科学判断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教材希望引领学生们思考太阳、物体、影子三者有什
么关系，让学生领悟到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二、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随着太阳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影子
总是和太阳的方向相反。

2、阳光下物体影子长短的变化是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
化而变化的，太阳位置最高时影子最短，太阳位置最低时，
影子最长。



3、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规律来测定时
间

过程与方法

1、推测阳光下物体影子怎样变化

2、利用简易的日影观测仪，观测阳光下物体的影子的长短和
方向的变化，并收集相关的数据。

3、一天中影子长变化的数据作出影长随时间变化的柱状图。

4、根据观察数据，发现阳光下物体影子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

5、运用阳光下物体影子变化的规律，解释人们为什么能用影
子计时。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自然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的变化之间是有联
系和有规律的。

2、能够按活动要求坚持观察如实记录数据。

3、能够根据数据和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推理。

三、教学重、难点

探究影子的特点

四、教学准备

教师演示：日晷的图片或课件。

分组实验：简易的日影观测仪、指南针、铅笔、直尺、表。



五、教学过程：

（一）引入。

太阳给我们送来了阳光，同时也为我们送来了影子，今天就
让我们对这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做一番科学的探究吧！

（二）观察影子

（1）我们已经知道了影子的那些秘密？

关于影子，谁能提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

学生汇报交流。

（2）观测影子

讨论观测记录的方法。

准备观测记录活动的材料和工具。

到户外进行观测记录活动。

铅笔影子的变化。

观察时间。

太阳位置和方向。

影长。

在课堂上每隔5分钟观察、记录一次。

（3）整理记录



（三）讨论阳光下影子的特点

2、交流新的发现。

发现了哪些现象和问题？

发现了阳光下的影子有时们共同特点？

能不能说说太阳、物体和影子三者的关系吗？

（四）拓展

你能通过影子的特点联想到阳光的传播吗？

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篇四

一、活动目标

（一）初步感知身体动、影子也动，影子和身体在一起。

（二）体验观察影子、与影子游戏的快乐。

二、活动准备

（一）阳光明媚的户外空旷场地。

（二）幼儿用书第5册封二、第1页。

三、活动过程

（一）影子在哪里？

1、找各种各样的影子。

——这些影子是怎么样的？（引导幼儿观察周围的影子，说



说找到的最大、最小的影子。）

2、找找老师的影子。

——我的`影子在哪里？什么时候有影子？什么时候又不见了？
我的影子有几个？

3、在阳光下做各种动作，观察影子的变化。

——你有影子吗？它在哪里？你的影子有变化吗？什么时候
变的？怎么变的？

——你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教师小结：原来，我们动，影子也动，我们停，影子也
停，它总是跟着我们。

（二）分不开的影子。

1、创设问题情境。

——我们走到哪儿，影子跟到哪儿，影子能和我们分开吗？
你有什么办法让影子和你分开？

2、大胆猜想，提出假设。

——请你想个办法把影子和自己分开。（教师引导幼儿思考，
如：用跳或者站在桌子上等方法。）

3、根据刚才幼儿的猜测，逐一进行尝试和验证。

4、交流分享。

——你用了什么方法让影子和你分开？你成功了吗？



5、教师小结：影子和身体在一起，不能分开。

（三）影子捉迷藏。

1、大胆猜想，引出游戏。

—一影子不能和身体分开，那影子能躲起来，不被别人发现
吗？

2、师幼共同玩影子捉迷藏游戏：教师蒙上眼睛，从1数到10，
幼儿在操场四周寻找可以将影子藏起来的地方，如大树后、
房屋旁，然后教师去找影子，如发现幼儿的影子还能被看到，
就表示被抓住，被抓住的幼儿和教师一起去找影子，直至游
戏结束。

六年级科学阳光下的植物教学反思篇五

一、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阳光下物体影子的方向随着太阳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影子
总是和太阳的方向相反

3、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规律来测定
时间

过程与方法

1、推测阳光下物体影子怎样变化

2、利用简易的日影观测仪，观测阳光下物体的影子的长短和
方向的变化，并收集相关的数据。



3、一天中影子长变化的数据作出影长随时间变化的柱状图

4、根据观察数据，发现阳光下物体影子在一天中的变化规律

5、运用阳光下物体影子变化的规律，解释人们为什么能用影
子计时。

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认识到自然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事物的变化之间是有联
系和有规律的

2、能够按活动要求坚持观察如实记录数据

3、能够根据数据和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推理

二、教学准备

教师演示：日晷的图片或

分组实验：简易的日影观测仪、指南针

三、教学重、难点

探究影子的特点

四、课时安排

2课时

五、教学过程

1、复习引入

1）上节课我们学到了哪些知识？



2)阳光下物体的影子也有变化吗？是怎样变化的？

3)看书上第26页，根据我们上节课的研究，推测一下大树的
影子在一天中发生的变化情况，并让学生说说理由。

2、观察阳光下影子的变化

1)让我们通过实际的观测来验证我们的想法

2)学生认真阅读科学书上的说明，明白观察的目的和观察记
录的方法

3）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但每个人都要记录小组的观测结果

3、整理我们的记录

1）各小组汇报自己的观测数据

2)教师讲解如何把影长随时间变化的数据整理成柱状图：纵
轴表示影长，横轴表示时间

3）每个学生自己将数据整理成柱状图

5)关于祖国西部地区，影子最短时不是12时的说明

4、日影观测仪

1）古人曾经利用日影观测仪计时，能说说其中的道理吗？

六、作业设计

作业本上的配套作业

七、板书设计



2.2阳光下的影子

铅笔影子的变化

观察时间

太阳位置和方向

影长

影子变化柱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