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实用6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一

在日常教学中，尽量把某些演示实验改成学生实验，让学生
自己主动探索，收到了比较理想效果。

如在实验室里制取氢气的原理，可让学生自己做铜、锌、镁、
铁分别与稀硫酸反应的实验，然后学生通过讨论找出制取氢
气的最佳药品。再如酸碱盐部分的实验多数是试管实验，可
让学生去边实验边自学（教师提供学生不易得到的仪器和药
品）。其他如探究复分解反应及发生的条件；探究溶液中的`
置换反应；探究几种金属的活动性顺序，都可以提供给学生
比较有代表性的药品，让学生通过学生自己动脑设计、自己
动手操作、自己分析总结实验结论。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树立自信心，敢于探索，勇
于实践。对于学生设计的实验方案，如果有新思想、新方法、
新举措，应认真审查，只要没有意外情况（不安全因素等）
都可以让学生进行试验。另一方面在学生实验中经常会出现
不同的结果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教师可据此及时引导学
生加以分析，找出问题的所在，从而开发了学生的智力，培
养了创新精神。

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二

由于本节课中实验需要的实验器材比较多，而且学生之前对



于这些实验器材没接触过，所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让学生
认识如何使用酒精灯和温度计。我在上这节课花了两个连续
的课时来进行实验，一节课来总结。虽然用了不少的时间来
上这节课，但是学生在做化冰实验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并
且能在实验中自己发现很多问题，达到让学生自主的学习的
教学目标。

学生在实验中进行实验记录了温度的变化，学生会提出一些
问题，如为什么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会上升？为什么温度
计碰壁其温度就会上升？为什么冰越碎，温度会下降得更快？
为什么冰熔后水温度会上升？水沸腾时，会有水蒸气，水泡，
水为什么会减少？为什么水的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后，会有
时上升，有时下降？这些问题都是学生自己在实验后提出的，
提出问题后，我就让他们自己试着来找答案。

例如，对于为什么水的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后，会有时上升，
有时下降？学生就提出了可能与有风，温度计的准确度，火
力的大小，烧杯的振动，火的高低，灯芯的长短有关。从火
的高低中，学生会提出酒精灯的火焰是内焰温度高还是外焰？
这时我就引导学生自己来设计对比实验，启发学生想办法来
证明，可以用什么材料合适？有的学生说用铁，高温温度计，
毛线和木棒，并让他们说说自己的理由。从中培养学生自己
设计对比实验的能力。

我觉得学生在实验中细心观察和认真思考是这节实验课的成
功之处，不用老师自己来告诉学生科学的知识，而是让学生
自己通过实验，从实验中发现问题并试着来解决问题，这正
是新课程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既减轻了老师的`担子，又能
让学生乐于学习，乐于发现和自己解决问题。

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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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目分析

本题的实验目的是验证叶片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过程中关
于气体的产生和消耗，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的条件、产物和
发生的地点是解决这一问题过程的基础知识，涉及概念、原
理及代谢过程多，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主要有以下几个要
点：

1、关于光合作用二氧化碳的提供。试题引入了化学课程中关
于碳酸氢钠的知识内容,即碳酸氢钠稀溶液可以产生二氧化碳
也可吸收二氧化碳。尽管碳酸氢钠稀溶液的化学性质在化学
课程中并不算难，而且在不少的高中生物试题中涉及到碳酸
氢钠稀溶液为光合作用提供二氧化碳，但由于把这一问题放
置于在同时考虑叶片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作用的情境中时，
显然增加了不少难度。当然“抽真空除去气体，敞开试管
口”更为本题的二氧化碳来源平添了不少“烟雾”。

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四

化学实验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功能要充分
挖掘，尤其是它的育人潜能如何通过教学实验体现出来仍需
研究。从化学教育现代化来看，化学实验是个突破口和生长
点，现代化的新方法、新手段、新教材可以在实验中体现和
应用，这同样需要不断地进行引进和研究。从对化学教育工
作者来说，从事实验研究应该是基本功。

在中学基础课中的化学实验一般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直观性
和可靠性。经过无数次重复，人们积累了大量成功与失败的
经验，按说应该达到“炉火纯青”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很
多实验仍然在不断被完善、改进和补充。可以把一些演示实
验转化为学生实验，随堂实验或家庭实验。可靠性强，这是
作为演示实验非常重要的要求，在课堂上演示的失败，再加
上教师不善于科学地说明实验不成功的原因，给教育教学带
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实验改进中提高成功率是教师非常



关心的事。便于操作，直观性强、适应性强、合理节约时间
等都是化学实验研究的方向。重视化学实验和对其进行研究，
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让化学实验在育人方面能更好地
发挥出来，我认为要切实做好下列几点：

有些同学觉得化学实验很神秘，有些同学甚至把做实验看成
是耍魔术，很好玩。由于他们只注意看“热闹”，而没有明
确的观察目的，这样就难以抓住关键的实验现象，其结果就
难以得出正确的实验结论。

一些同学在观察化学实验时，只注意明显突出的现象，而忽
略那些不太显著的现象。观察不仅是用眼看，还包括用耳听、
用鼻闻、用手摸，只有“全神贯注”.才能全面观察到实验的
现象。

观察实验不能只观察一个大概，特别是对相似的实验，更应
细心比较。

观察化学实验，不仅要动眼睛和其它感官，还要开动脑筋去
分析和判断。

有些化学实验的概念容易混淆，若没有搞清它们之间的区别，
在描述实验现象时就易出现张冠李戴。如“光”与“火焰”、
“烟”与“雾”、“浑浊”与“沉淀”、“溶解”与“熔
化”等概念极易混淆，只有注意了它们的区别，才能正确描
述这类实验现象。

现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而结论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得出的
事物的本质特征，二者有联系、但不能相互代替，如铁在氧
气中燃烧的现象之一是“有黑色固体产生”，而不能描述
为“有四氧化三铁产生”。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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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五

每次实验教学完成之后，都应对此进行反思，看实验器材准
备是否合理，实验结束后器材的整理是否得当。这有利于提
高教师的实验教学水平以及培养学生的实验规范性能力。我
曾教过一次学生实验。操作是：给定一杯盐水、一架天平及
砝码、一只量筒，要求学生利用给定器材测出盐水密度。同
时要求学生遵守实验室纪律。在实验过程中就发现有学生把
量筒装盐水直接放到天平上称，还有学生把过多的盐水往地
上倒。实验结束后反思：实验中有学生操作不规范的一面，
但是老师在准备器材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盐水过多，超过
了天平量程，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实验结束时，发现不少
学生将器材随意摆放、砝码未收回盒内、量筒放在桌子边，
没放在安全的地方等。这就提醒我们老师，在今后的实验教
学中要加强对学生的实验规范性方面的教育。

表达小实验教学反思的话篇六

1.能大胆地探索使冰块融化的方法，并能专注地与同伴合作
实验。

2.能用绘画的方法记录实验，努力清楚地讲述实验的大概过
程。

1.许多冰块、布口袋。

2.盆、热水、冷水、小棉被、小锤子等。

3.纸、笔。

重点：探索使冰块融化的方法。

难点：能专注地与同伴合作实验。



操作法、讨论法等。

一、导入部分

摸一摸，猜一猜，引出课题。

二、基本部分

1.提问：冰块是什么样的？你在哪儿见过冰块？冰块有什么
用？

2.抛出问题，思考冰块融化的方法。

（1）冰块放在这儿很长时间后会怎样？怎样能让冰块融化的
快一点？

（2）小组讨论：谈论自己的设想，并用简笔画的方法记录自
己的设想。

（3）集体交流，老师排列出幼儿的设想。

3.小组为单位进行实验。

要求：一名幼儿记录，其他幼儿操作实验。

4.交流实验结果。

（1）将幼儿的'记录表展出，全班相互交流自己的实验结果。

（2）引导幼儿学会表达，并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

我们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实验结果，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别的组里是怎么完成他们的实验的吧。

三、结束部分



师：刚刚我们一起做了化冰实验，发现了冰的秘密，回家之
后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探索冰的其他的秘密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