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 开花和
结果教学反思(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篇一

初一的学生朝气蓬勃，热爱大自然，对新奇的事物充满好奇，
希望探索其中的奥妙。而开花之后会结出果实，这是学生司
空见惯的现象，并不稀奇。若教师引导学生对此现象提出问
题："为什么开花之后会结果？开花和结果到底有什么关
系？"学生即会被此问题所吸引，而迫切想揭开谜底。教师可
把握学生这一心理，逐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让学生自主地
解决问题，掌握知识。

本课是第三单元"生物圈中的绿色植物"第二章"被子植物的一
生"中的第三节。本章以被子植物为例讲述绿色植物的生命周
期，按照被子植物生长发育的顺序，依次讲述了"种子的萌
发"、"植株的生长"、"开花和结果"。本章内容要突出植物体
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还要突出植物与环境的关系。

本课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学生在前面两节课的学习中，通
过探究实验、调查等活动，亲身体验了绿色植物从萌发到生
长的过程，生动有趣。而本节课文并没有安排探究实验，在
日常生活中学生也很少有机会看到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
理论知识较抽象，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必须想方设法
把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而且要精心设计问
题，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步步探究出结论，
从而解决问题，获得知识。



知识目标：

1、概述花的主要结构。

2、描述传粉和受精的过程，阐明花与果实和种子的关系。

技能目标：

1、通过对花的解剖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自学能力。

2、通过描述传粉和受精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3、通过请小老师上台讲解，请同学修改补充、作出评价的方
式培养学生认真听，细心分析的能力，并增强学生的评价意
识。

情感目标：

1、认同花、果实、种子对于被子植物传种接代的重要意义。

2、养成爱护花的习惯，珍爱身边的一草一木。

重点：概述花的主要结构，描述传粉和受精的过程。

难点：分析讨论"对于植物繁衍后代来说，花的哪些结构是最
重要的？"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篇二

有关开花和结果的知识，在旧教材中，用了一章书的篇幅进
行讲解，而在新教材中，这只有一节课的内容，知识高度浓
缩，删减了许多概念性的知识点，而突出了花与果的关系以
及从开花到结果的过程。这给教师和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和
空间进行探究性学习活动。



新课标倡导探究性学习，在本课怎样才能突破过去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只重知识概念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学生的思考与接
受，引导学生一步步探究结论、自己获取知识？在这节课中
我认为把握课文各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设计贴近学生生
活实际，符合学生思维特点的问题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
习的关键。

本课的知识点小标题分别是：花的结构、传粉和受精、果实
和种子的形成。这三个小标题之间有什么联系，要把它们串
成一条线才有助于学生的思考和探究。经过认真分析各知识
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到课文重点是花与果的关系。若在导
言中通过设计情境引导学生根据课题"开花和结果"提出问题，
学生很自然就会提出："开花和结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开
花之后会结出果实？"这些问题恰是本课要学生解决的重点问
题，而在上课伊始阶段由学生自己发现、提出，能激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自主进行探究。

为了使学生带着问题一步步地探究性学习，我把每个小标题
改为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你知道花的各部分名称吗？""从花
到果要经历哪些重要过程？""果实和种子由什么发育而成？"
这些问题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也符合他们的思维特点，
使他们能更有兴趣地带着问题学习。

在课文第一个知识点"花的结构"中有一个"观察与思考"的学
生活动，其中要讨论两个问题：

1、花的哪一部分将来发育成果实？

2、对于植物繁衍后代来说，花的哪些结构是最重要的？

这两个问题在学习了花的结构之后，学生不一定能完全正确
回答。此时我并没有急于让学生掌握正确答案，而是对学生
的答案不置可否，让学生带着问题继续学习，在学完后面两
个知识点后，再次讨论这两个问题。



这个时候，学生基本能回答出正确答案：

1、子房发育成果实。

2、对于繁衍后代来说，花的雄蕊和雌蕊都重要。

我再引导学生分析"为什么雄蕊和雌蕊都重要？在植物繁衍后
代的过程中，它们分别起什么作用？"这样使学生进一步理解
传粉和受精的知识。

本课的理论知识较多，也较枯燥，怎样才能使学生不觉得"
闷"？我认为设计多种教学活动形式，运用多种媒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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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书本的充分运用，
媒体不能滥用，学生能够通过阅读课本自学的，就给时间他
们阅读自学，在书中寻找答案。

新课标还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也要不断渗透这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爱
护花的情感、珍爱生命的态度。如上课伊始给学生欣赏美丽
的鲜花照片，再听着美妙的音乐，欣赏花开的过程，学生不
仅注意力马上被吸引，情感也得到熏陶；在看"果实的形成"
视频时，有一段话教育学生"在品尝美味的果时，别忘了说声
感谢你，花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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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篇三

科学是一种文化，它和人文是分不开的。科学教育中，渗透



人文精神，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抒发美好的情感，是很重
要的。“开花和结果”一节课，在设计上既传授了生物学知
识，又十分自然的对学生进行了审美教育。

从“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样的优美诗句
中观看花开过程，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
过观看花开过程片段，引入了春天——桃树——桃花——桃，
进入了教学主题“开花和结果”。可突然一转，让学生制
作“花”的作品活动，而探究花的构造，不仅训练学生团结
协作、表达交流的能力和科学方法，还拓展学生的思维、技
能，培养其爱护花、热爱大自然的情感。重视采用多种评价
方式，通过“探究活动能力发展性评价表”,促进学生在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为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科学知
识教育和美育、情感教育浑然一体，非常巧妙。

“花开花落，似水流年”指出凋谢也是一种美丽，是新生命
的诞生，讲植物的生殖，讴歌生之美丽。以传粉、受粉过程
之不易，讲生命之艰辛，引入爱花、护花，爱护绿色植物，
人与生物圈的和谐共处的哲理，尽在其中，这些本节的特色。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合作能力、对问题的分析
及整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大部分
学生都能参与合作探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
对不同的观点敢于质疑。

通过欣赏“花与果实”、“开花”的录像片段和图片，观
察“花的结构”活动，不仅要训练学生团结协作、表达交流
的能力和科学方法，还拓展学生的思维、技能，培养其爱护
花草、热爱大自然的情感。解剖花的结构及张贴各结构的活
动，重视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情感
态度价值观的评价，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随堂练习采用打地鼠的游戏，
带动学生巩固新知识的兴趣，让课堂在一种欢快的气氛中结
束。

1、最好提示学生做笔记的明确位置。

2、演示纵切子房的图片不够清楚，学生还不够明确纵切的方
法。

3、最好结合课后练习题巩固，回归课本。

4、需要多培养教师课堂的应变能力。

5、多补充一些特别花的特点（如单性花），还有不是所有的
花都具备基本结构。

6、多引导学生明确回答的不同层次。

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教学反思篇五

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入课题”开花和结果“，并引导学生提出
问题:“花和果实间有什么关系？”这问题是本课要学生解决
的重点问题，在课堂上由学生自己发现、提出，能激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明确学习目标，自主进行探究。

对于“受精的过程”和“果实和种子的形成”等难点问题，
采用演示多媒体课件的方法加以突破。

在本课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爱护花的情感、珍爱生命
这方面的教育。如在“果实和种子的形成”后，欣赏视
频“美丽的花”，“当我们欣赏着美丽的花，品尝着香甜的
果实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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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课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3、语调没有做到抑扬顿挫，影响到学生对课堂的注意力，同
时也影响到课堂氛围的营造；

4、对部分学生有价值的问题没有进行及时的发掘和进行课堂
的再生成，对课堂资源的利用还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