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篇一

上《蚕姑娘》一课之前，我反复钻研教材，上网多方查找资
料，浏览优秀老师的教案，但还是觉得不太容易把握。因为
这一课的教学内容跟学生的生活相距甚远，科学性较强，蚕
的生长过程和形态特点是本文的重难点，怎样化繁为简，使
学生轻松掌握这一变化过程呢？我收集了许多形象直观的图
片，一开始我通过课件出示长大的“蚕”让学生观察，学生
因为从来没见过，兴趣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为上好这一节
课打下了基础。

紧接着我趁热打铁抓住课文的第二段为切入口，让学生反复
朗读、思考：蚕姑娘是如何从又黑又小变成又黄又瘦的，她
在这一过程中都做了哪些事，根据孩子们的回答我把描写蚕
的一些动词归纳在黑板上，吃睡脱醒变。在此基础上我让孩
子们不看书看着板书复述课文，没想到竟然大部分孩子都能
熟练地背诵这一段。由于这篇课文段式回环往复，结构基本
相同，所以第二段是学习的重点，这一段掌握了，后面各段
我主要放手让学生自学，不懂的地方相机给予指导。并抓住
不同点让生比较异同，这样一来，本来担心要花费许多口舌
学生又未必明白的蚕的生长过程和变化特点学生轻松地就掌
握了，而且一课时下来，学生不看书就能根据板书内容描述
出课文的内容。我想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肯钻研的老
师。只要肯在“钻”字上下功夫，每一节课都会是趣味盎然
的！



文档为doc格式

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篇二

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都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层到深层的
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挖掘。但，今天我却打破了这种正
常的认知顺序，巧妙地调整后，却调出了一份好心情。

蚕其貌不扬的外表，甚至说看见它那笨拙的的样子会有一种
令人生厌的感觉，可它却有一种默默无闻，一心吐丝造福人
类的可贵品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没有了那其丑无比的笨笨
虫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美化的，可爱的小生命。

今天，在进行蚕的身体结构认识的教学环节中，当我把一幅
栩栩如生的蚕的图片出示在学生面前时，大部分学生都把脸
转到一边，并不住地说：“真恶心。”个别几个学生虽没有
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但也只是为了免遭老师的批评。我当
时确实很气愤，可转念一想，如果换成我，不了解蚕吐丝的
本领，看到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小生命，也会有恶心的感觉。
要想深刻地了解剖析一种事物，需要建立在对它良好的第一
印象的基础上。

于是，我马上想到调整教学顺序。先从后面的内容入手，我
向学生生动地讲解了蚕这么小的生命，却能吐出那么多的蚕
丝，人们用这些蚕丝织成了许多精美的丝织品…学生的心理
在一点点变化，由厌恶到惊叹到喜爱，我抓住这个契机，问
同学们：“你们喜欢蚕吗？”学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喜欢。
”那么我们就带着喜欢之情再去观察这个小生命，研究一下
它身体结构的特点。学生都愉快地投入其中，其乐融融。最
初的厌恶之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教师不是书本的简单复制者，而应该
努力使自己成为书本的升华再造者，活人教活书本堂课整体
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基础知识得到巩固，学生通过



分组实验体验了科学的探究性，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但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学生实验时，交代要求不是非常清楚。这在学生实际
操作时有些步骤不清，应该在实验前通过展示或者教师口头
表述，跟学生一个明确的要求和规范。

其次，板书跟教学进度有些脱节。为板书而板书，没有起
到“引”和“归纳”的作用。

第三，观察指导学生的时间还不够。因为多种原因，给学生
小组思考的时间不是很充分，指导学生的力度还要加大。

第四，对于整个课堂的调控，还稍显弱化，应该力度大一些。

总体而言，通过这一次上课，自己收获颇丰，相信通过类似
的活动，以及自己不懈的努力，自己一定会在以后的上课活
动中干得更好，应该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1、蚕在生长的过程中，身长、体重、食量等方面都会不断发
生变化。

2、蜕皮是蚕生长过程中的显著特点，蚕每次蜕皮后身体都会
发生变化。

3、蚕的生长情况和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过程与方法



1、学习给桑、除沙等养蚕的技能。

2、用测量等科学的方法观测蚕身体的变化。

3、用文字和图画记录及描述蚕的生长变化。

4、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后，再进一步去观察。

5、对蚕的生长变化进行预测。

情感态度价值观

1、发现生命的生长变化，领悟生命的可爱和可贵，懂得珍爱
生命。

2、认识到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不懈地观察记录的重要
性。

[教学重点]

怎样区别即将吐丝的蚕、怎样为它营造结茧的场所，以及指
导学生帮助蚕顺利地吐丝结茧等。

[教学难点]

要鼓励学生全面、细致和科学地观察，必要时应该数一数、
量一量，

[教学准备]

分组实验器材：放大镜，直尺，天平；学生自己饲养的蚕。

教师演示器材：有关蚕的外形特征、行为，以及蜕皮的图片
或多媒体资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饲养是小蚕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下面我们就一起
来观察蚕的生长变化。

二、学习新课

1、交流蚕的.生长变化

学生交流汇报前一段时期养蚕活动的发现和体会。（交流时，
让学生出示自己的记录单、照片、图画、标本等。从体长、
吃食情况、排便情况、活动情况、蜕皮情况等方面进行汇报
和交流。）

关于蜕皮学生一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一些问题，希望与同
学交流。交流活动能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感受生命的变化，
（活动的目的提高对养蚕的兴趣。）

2、观察蚕的外形和行为

（1）蚕的外形是指蚕身体的颜色、形状，以及它的头部、胸
部、腹部、足等。行为是指蚕用什么爬行，怎样爬行？蚕是
怎样吃桑叶的等。

（2）讨论蚕的身体结构和它的生存有什么关系。

3、蚕还会长成什么样

预测蚕将会怎样变化，并指导学生下一步进行观察和记录的
内容及方法。（教学的要点是怎样区别即将吐丝的蚕、怎样
为它营造结茧的场所，以及指导学生帮助蚕顺利地吐丝结茧
等。）



板书设计：

2蚕的生长变化

日期体长（毫米）吃食情况排便情况活动情况

教学反思：

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物质的变化可以划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它们的区别在
于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物质。

一些物质在变化的过程中，会既发生化学变化又发生物理变
化。

过程与方法：学习用筛网分离混合物、用蜡烛给白糖加热。

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细心观察，及时记录的习惯。

体会到在实验操作过程中，细致并实事求是地汇报观察到的
现象对于得出正确结论是重要的。

【教学重点】：学生能够根据观察到的事实，判断物质有没
有变化

【教学难点】：对实验过程的细心观察和概括

【教学准备】：每组一次性杯子、沙子、豆子组合，锈钢汤
匙、蜡烛、火柴、糖



【教学过程】：

一、明确课堂内容和要求导入：

今天我们的课堂将以实验为主，但需要你细心的观察作为我
们这节实验课的'保障。

二、豆子和沙子混合实验：

2、学生根据观察回答，师简要板书。尽可能利用各种感官感
受描绘它们的特性。

3、引导推测：如果我们将豆子和沙子进行混合，它们会发生
变化么？依据是什么？怎么做来证实？建议：留取对比样本。

4、混合实验。思考：豆子和沙子是否发生变化会和它们的搅
拌程度有关么？

5、混合实验后观察豆子和沙子的变化。怎样观察的更清晰？

6、分离实验：引导思考，用什么方法分离？怎样分离，根据
所想方法选择实验品实验。

7、观察比较：分离出的豆子和沙子和我们预存的实验前的样
本进行比较，观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对于外部形态上出
现的细微变化，教师要予以肯定，但要引导本质上的变化比
较）

二、糖的加热实验

1、相对于物理变化的是化学变化。观察白糖特点，记录表格
中。

2、预测：给白糖加热，会发生哪些变化？填在表格中。



3、实验：a、说明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

b、从实验盒取出实验材料，进行实验。

c、教师在巡视中指导观察和记录以及安全事项。

6、拓延：我们在对糖加热的过程还是蜡烛燃烧的过程，蜡烛
的燃烧是怎样的变化呢？

三、总结：

在变化中能产生新的物质的变化我们称为化学变化，不能产
生新物质的我们称为物理变化，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变化不
单纯属于物理或者化学的变化，有时像糖加热和蜡烛燃烧一
样同时出现。做个有心人，观察一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变化
究竟属于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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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教学反思篇五

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都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表层到深层的
顺序，层层递进去研究，挖掘。但，今天我却打破了这种正
常的认知顺序，巧妙地调整后，却调出了一份好心情。

蚕其貌不扬的外表，甚至说看见它那笨拙的的样子会有一种
令人生厌的感觉，可它却有一种默默无闻，一心吐丝造福人
类的可贵品质。人们的记忆中早已没有了那其丑无比的笨笨
虫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美化的`，可爱的小生命。

今天，在进行蚕的身体结构认识的教学环节中，当我把一幅
栩栩如生的蚕的图片出示在学生面前时，大部分学生都把脸
转到一边，并不住地说：“真恶心。”个别几个学生虽没有
做出那么强烈的反应。但也只是为了免遭老师的批评。我当



时确实很气愤，可转念一想，如果换成我，不了解蚕吐丝的
本领，看到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小生命，也会有恶心的感觉。
要想深刻地了解剖析一种事物，需要建立在对它良好的第一
印象的基础上。于是，我马上想到调整教学顺序。先从后面
的内容入手，我向学生生动地讲解了蚕这么小的生命，却能
吐出那么多的蚕丝，人们用这些蚕丝织成了许多精美的丝织
品…学生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由厌恶到惊叹到喜爱，我抓
住这个契机，问同学们：“你们喜欢蚕吗？”学生毫不犹豫
地回答：“喜欢。”那么我们就带着喜欢之情再去观察这个
小生命，研究一下它身体结构的特点。学生都愉快地投入其
中，其乐融融。最初的厌恶之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教师不是书本的简单复制者，而应该
努力使自己成为书本的升华再造者，活人教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