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图教案反思(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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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教案
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给
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地图教案反思篇一

“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将引领学生在种植植物的过程中，
观察绿色植物的生长发育历程，发现其生长变化的规律，知
道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过程，指导学生研究植物主要器官---
-根、茎、叶的功能，初步认识植物都有维持其生存的结构，
并知道结构与功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本节课教学设计，主要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联系学生
熟悉的植物的变化过程进行教学，从根的生长，根的作用两
方面，引发学生对植物生长变化的思考、研究。教学中，通
过让学生在观察、记录、预测、整理分析数据、相互交流学
习活动中，体会观察和研究方法，在头脑中初步建立起认识
植物的“模型”，为学生认识和研究其他植物奠定基础。激
发学生观察植物生长变化的兴趣，树立学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讲求实证的意识。

相关专题：尚无数据

地图教案反思篇二

本课是《开花和结果》的一个教学片段。主要是完成解剖花
的结构的实验，通过对花的解剖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
析、自学能力，增强协作意识和卫生习惯。

感觉做得比较好的具体的地方：



观察实验里有两个任务，一是探究洋桔梗花的结构，学生四
人小组合作把花的五个部分解剖下来，进行剪贴，然后评出
最正确奖、最完美奖、最有创意奖和最快速奖，这样可以培
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让他们学会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二是
观察洋桔梗花的胚珠和花粉。让学生解剖花，产生真实的体
验，使学生印象更深刻。本节课形式多样，图文并茂，使学
生听、说、读、写的技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增强了学生的
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存在的地方：

做第二个实验的时间短了点。

地图教案反思篇三

上完这一课，我体会到在教学工作中要有所创新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注重教学创新，教师的教学创新是指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培养自己主动探究，获取新知识，得出新成果的
一种教育手段，教育创新要有具体的实施目标，实施措施，
不能搞教条主义，要从培养学生能力入手，改革课堂教学。
教学中，教学中要有新观念，新方法，教法和学法要有自己
的创新理念，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能力，
不满足于书本或生活中所给予的知识和经验，使学生自己主
动去探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科
学课教学创新不能离开基础知识的传授。学生只有在充分掌
握了基础知识的条件下，才能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当代科
学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发潜藏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创新能
力。但由于学生的思维水平、认知经验、知识构架的不同，
还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确定不同的创新目标。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创新中注意层次，普遍开发。让学生积
累生活经验，自主探究，获取知识和能力。



地图教案反思篇四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从开头漂亮的花到手中的水果吸引了学生，整节课课
堂气氛比较活跃。学生自己认识并讲解了花的基本结构，但
是往往由于看不到，学生很难理解什么是花粉和胚珠，因此
在这里给学生展示了花粉和胚珠的真面目，满足了学生的好
奇心，也便于学生理解，解决了这个难点，也抓住了理解本
节内容的一个关键；传粉与受精这部分知识主要借助视频开
展，比老师讲理论更为直观，学生边看视频边思考边解决问
题；果实与种子的形成，从观察合欢带花和结果实的枝条入
手，引起学生思考分析。在整节课中注意巧妙的引导学生，
使得本节课达到了较好的课堂效果。但由于季节的限制，本
节课中所用到的花很多都是在花店采购的，花的品种也比较
单一，如果本节课是在花开旺盛的春季，让学生走出课室，
亲近自然，到自然中去学习，去帮助花完成传粉，可能更能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讲课的语调拖得过长，不够干脆有
力，有待进一步锻炼和学习。学生活动应该再多一些。

教学建议：

1、适用于七年级学生。

2、课堂上要有花，一方面激发学生兴趣，另一方面理论与实
践结合，学生学习花的结构更为直观，印象也更为深刻。

3、展示花粉和胚珠，以免学生学完理论只知道这个名词而不
清楚花粉和胚珠到底是什么。教师在课前准备时一定要先自
行解剖子房看一看，以免有些花的胚珠非常小，不便于学生
观察。

4、花的结构学生对比书上的图片和手中的花，应该不难理解，
可以让学生自己讲解。



5、在使用传粉和受精视频授课时，中间暂停并提醒学生提出
的问题，以免学生注意力转移。

6、在讲解果实和种子的形成时，最好让学生自己分析并画出
果实和子房由外到里的结构，让学生自己总结说出受精完成
后花的哪些结构发育成了果实和种子。

地图教案反思篇五

《开花和结果》本课的理论知识较多，学生学起来不容易记
牢，因此我在本课中设计了多种教学活动形式，运用多种媒
体辅助进行教学。如在讲解“花的结构”时，让学生解剖菜
心花或芥兰花，学生有真实的体验；在讲解“传粉和受精”
时，请“小老师”上台讲解，使学生有新鲜感；在讲解“果
实和种子的形成”时，让学生观看视频，使学生看到平时看
不到的.生命现象。活动多样化，能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学习兴趣，他们就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按新课标要求，还要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因此在本课教学过程我注意到渗透这方面的教育，
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爱护花的情感、珍爱生命的态度。具体操
作是，上课开始时给学生欣赏美丽的鲜花照片，再听美妙的
音乐，欣赏花开的动态过程，这时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
住了，情感也得到了熏陶；在上课结束时，让学生齐声朗
读“当我们欣赏着美丽的花，品尝着香甜的果时，别忘了平
时要注意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最后让“小老师”轮流上台讲解，让“听众们”修改补充并
作出评价，这不仅让学生得到了锻炼，训练了语言表达能力，
也使同学们学会了倾听，还增强了自评和互评意识。

但是本节课内容太多、学生活动多，一节课上完觉得比较紧
张，因此要控制好每个环节的时间；在学生讨论时，要注意
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加强引导，否则学生就容易散了，收



不回来，容易造成课堂纪律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