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大全8篇)
爱国标语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形式，快速传递爱国情感和价
值观念。爱国标语要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能够激发人们的
爱国情感。推荐给大家一些具有深意和感染力的爱国标语，
值得借鉴和思考。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一

1．本节课是学生学习光学的第一节课，做好章节引入非常重
要。这节课学生例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光知识，兴趣昂扬，体
验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物理。

2．整节课始终贯穿用光线研究光的传播，通过教师示范，既
培养了学生画几何光路的能力，又养成画好光路的习惯。课
堂上学生积极动脑、动手、双手积极配合。这与老师课前吩
咐带足学习工具密切相关。

3．对折射定律的得出，书本上一笔带过。这节课教师采用探
究式教学，分析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定性关系。并回顾光学研
究历史过程，从测量得数据到得出结论经历了一千多年……，
学生充分体验到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从而树立学好数学
和物理的决心。

4．由于是第一节光学课，要渗透学习几何光学的思想、方法，
同时这节又是重点内容，内容有多，在应用上时间显得太匆
忙了。所以课堂上要好好把握时间分配与上课节奏，课件和
实验要做好充足准备。最好在这节课前先安排一节课，复习
一下光的直线传播和光的'反射及其应用，在应用中初步渗透
画好光路的思想方法。这样这节课专门学习光的折射、折射
率及它们的应用。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二

《光的反射》是物理教材光学部分的重点内容之一，光的反
射定律也是继光的直线传播规律之后的又一重要光学规律，
光的反射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重要的应用，因此，如何上好这
节课，这节课能达到什么效果对后续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物理教学用书》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三个方面对本节课的教学提出了详细要求。这些要求
看似简单但要想真正完成并不容易。我平时上课自认为教材
很熟，备课时常常走马观花，粗枝大叶。

由于涉及到角度问题，想到在盒子的背面贴上自画的量角器，
并且自制量角器的位置也反复斟酌改动多次。

这节课的效果非常好，学生在轻松中学到了知识。我在感动
的'同时也对自己做了一下反思。

一、探究实验中探究入射角和反射角的关系时没有设计相应
的表格，只是让学生大体对比了一下，甚至有的学生只做了
一次实验就轻易地得出了结论。

二、反馈练习少且针对性不强，这点在学生的课后作业中很
容易就看出来了。

三、镜面反射和漫反射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没有画出详细
的光路图来解释。没能让学生头脑中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课堂的各个环节不连贯，备课不精益求精，只是浮在表
面上。

五、没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层面和接受能力，对课堂中可能出
现的各种问题考虑不周全。



六、没有板书设计，在授课时很容易造成板书凌乱，没有条
理。

今后的教学中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充分在准备，备课：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充分考
虑到课堂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应变。

二、心中有教案，但不以教案为中心教学，以课堂上生成的
东西为主，提高自己的课堂应对能力，努力使课堂教学成为
术。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三

光的反射是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四课的内容，为了让学生
更好完成教学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这一目标，增加了一个自
己设计的通过在水槽中加入牛奶蓝墨水液体，再通过镭射笔
进行反射这一分组活动，让学生比较清晰直观地看到入射光
线和反射光线，并且通过画下来，进一步加深理解。在本课
中，教材安排了制作潜望镜的活动，经过以前的试教，这个
活动在制作上很费时，如果按照教材上，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来制作潜望镜，通过教研组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把时间更多
地利用到促进孩子对于科学概念理解上来，因此对教材的活
动进行了一些取舍。

特级教师章鼎儿老师一直推崇活动版块要简洁，课堂环节要
少，教研员邓美娇和特级教师邵锋星在指导明珠小学科学课
堂教学研究活动的时候，也一直带领我们进行大环节、长时
探究的尝试。实践也证明，长时探究对于学生的探究活动的
持续性，以及思维延续性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
课堂的效率。因此我们把这节课的两个活动（任务一、任务
二）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让学生有大块的时间来进行实验，
也给予学生充分研讨的空间，体现了这种精神,也符合省教研
员喻伯军老师提出的大环节、简约课堂的理念。从今天的教



学来看，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这节课中选用的镭射笔、水槽中的液体起到了很好的实验效
果，应该说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几次的试教中，我
们从先前的牛奶到后来的黑墨水、蓝墨水、最后到蓝墨水加
适量的牛奶，经过了很多次的实验，终于把最直观的光线呈
现在孩子面前。

当然在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有待提高的
方面。例如，过渡环节的自然流畅性，研讨活动的时间分配
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提高。 总之，我们力求在教学中
充分调动孩子积极性，充分体现孩子主体性，充分培养学生
相互肯定、相互质疑的科学精神。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四

以前上《光的反射》时，现在白纸上画上“法线”，然后通
过教师演示入射光线射向平面镜，平面镜将入射光线反射出
去，学生很容易得出光反射所遵循的规律，可节省出大量的
时间进行强化训练，单从掌握知识角度来说效果可能要好，
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学生只有被动地接受学习，学习
积极性不高，课堂气氛不活跃。

采用“探究式”教学后，通过给学生创设光发生反射的问题
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从猜想、设计实验、进行实
验、分析实验数据得出结论都由学生完成，学生的积极性特
别高涨，并且通过对光的反射规律的探究，学会了一种研究
问题的思维程序，以后遇到问题就知道该怎样去探究了。

下面我把这节学生探究环节中出现的新颖的探究方法介绍一
下。

我任教物理课，做这节课实验时，我首先准备了光的反射折
射演示器，然后按照书上的探究步骤逐步完成实验。本节书



中光的反射实验是这样做的：把平面镜平放在桌上，将两块
纸板连接起来，垂直放在平面镜上，一束光贴着纸板沿某一
角度射到平面镜上，经平面镜的反射，沿另一方向射出，在
纸板上描出入射光和反射光的径迹。取下纸板，用量角器量
出入射角和反射角。但在描光线的径迹时，因为纸竖直放置，
没有依靠，画的线的'歪斜，影响到角度的测量，误差会大一
些，而我运用的光的反射演示器，是由铁板做成，可以向后
折叠。

并且上面自带刻度，这样就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入射角和折射
角度。再者，在研究光路可逆这个规律时，为了更直观的反
应出来可逆性，我选用了红色和绿色两种激光光源，让红光
入射，让绿光从红光的反射方向入射，观察能否从红光的入
射方向反射，这样证明光的可逆性时更加直观。

完成这次探究活动，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的真正目的就是让学
生通过知识的探究去获得研究思维的方法，然后通过方法的
获得以及运用方法探索创造的过程，使学生产生热爱大自然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感，具有乐于探索自然现象和日常生
活中的物理学原理的科学精神。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五

1．本节课是学生学习光学的第一节课，做好章节引入非常重
要。这节课学生例举了很多生活中的光知识，兴趣昂扬，体
验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物理。

2．整节课始终贯穿用光线研究光的传播，通过教师示范，既
培养了学生画几何光路的能力，又养成画好光路的习惯。课
堂上学生积极动脑、动手、双手积极配合。这与老师课前吩
咐带足学习工具密切相关。

3．对折射定律的得出，书本上一笔带过。这节课教师采用探
究式教学，分析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定性关系。并回顾光学研



究历史过程，从测量得数据到得出结论经历了一千多年……，
学生充分体验到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从而树立学好数学
和物理的决心。

4．由于是第一节光学课，要渗透学习几何光学的思想、方法，
同时这节又是重点内容，内容有多，在应用上时间显得太匆
忙了。所以课堂上要好好把握时间分配与上课节奏，课件和
实验要做好充足准备。最好在这节课前先安排一节课，复习
一下光的直线传播和光的反射及其应用，在应用中初步渗透
画好光路的.思想方法。这样这节课专门学习光的折射、折射
率及它们的应用。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六

1、三线共面的实验验证太牵强，演示效果不明显。

2、反射光路图的画法，很不到位，学生实际操作的时候，没
有几个同学做得叫我满意的，主要体现有：垂直不画符号，
法线不画虚线，两角相等不做标记，这都是我要求不严带来
的。

3、没有强调潜望镜的作用，这是遗漏，今后要注意补火。

4、作业题学生反应偏难，偏多，课堂上没有办法完成，尤其
是作图题比较多，要花的时间也比较长，学生叫苦连天。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七

?光的反射》是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四课的内容，为了让学
生更好完成教学目标中的知识与技能这一目标，增加了一个
自己设计的通过在水槽中加入牛奶蓝墨水液体，再通过镭射
笔进行反射这一分组活动，让学生比较清晰直观地看到入射
光线和反射光线，并且通过画下来，进一步加深理解。在本
课中，教材安排了制作潜望镜的活动，经过以前的试教，这



个活动在制作上很费时，如果按照教材上，需要花大量的时
间来制作潜望镜，通过教研组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把时间更
多地利用到促进孩子对于科学概念理解上来，因此对教材的
活动进行了一些取舍。

反射教学反思初中篇八

《光的反射定律》教学本着自主探究、兴趣主导的思想，我
在课堂上是这么实施教学方案的。我先以提问的形式引入课
题，白天和晚上有灯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看见一切本身不
发光的物体，同学们思考：是呀，这些物体本身不发光，不
是光源，怎么也有光线进入我们眼睛？在此时，有同学们在
说是光的反射,那么什么是光的发射呢？此时马上演示光的反
射试验,当光线沿着白色纸板射向平面镜时，在白色纸板上出
现了反射光线，这时，教师顺势画出光路图，介绍光的反射
现象，并指出镜面、入射光线、入射点、反射光线。

演示了光的反射现象后，我把实验器材介绍给同学们，让同
学们自己举手上台演示实验给大家看，然后和其他同学一起
就实验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由于让他们自己参与实验探究，
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讲台上演示实验的同学非常认真的做着
实验，下面的同学积极在提议让演示实验的同学不断改变入
射光线的角度，看看反射光线的角度是不是也随之改变，还
有同学看了几次不同角度的反射现象后，马上在议论说反射
角和入射角度数一样，还有同学补充几种特殊角度，比如入
射角分别为0度和90度时反射角方向会怎样。演示完实验后教
师分别用课件展示当入射角不同时候的几种光路图。通过上
述观察和想象，学生自然的、逐步的勾画出了光反射时的路
径，隐约形成了对光的反射规律的猜想。

通过对几种情况光路图的比较和归纳，学生在老师的'追问下，
积极思考、相互交流，能回答出：“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对
称”。“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关于一条辅助线对称”。说明
学生对入射光线将被反射到哪儿，已形成了自己的猜想。教



师在肯定正确答案的同时，顺势引出辅助线——法线oo’，并
介绍反射角和入射角，“谁能把反射光线、入射光线和法线
之间的位置关系描述得更细致一些呢？”教师通过这一问题，
引导学生说出光的反射定律的三条内容，并板书。

就这样，他们自己动手亲历了实验。通过实验探究培养学生
的自主探究的精神，体验探究的乐趣，掌握探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