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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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篇拓展阅读课文，篇幅较长，教学要求注重学生快速
浏览和提取信息能力的培养。指导学生学习时，应充分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鼓励交流合作，倡导个性化阅读。本课的教
学重点是体会科技工作者富有创造性的方案，增强学生保护
环境保护文物的意识。

在设计教学时，我不断在想，如此长的篇幅学生如何在一节
课中完成教学任务？我想起了学案的`运用。一份好的学案可
以节省课堂时间，提高课堂效率。为了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上课前我先给学生讲了白鹤梁的故事，再引出问题：白鹤梁
的文化价值无与伦比，我们该怎样保护它呢？让学生先讨论
思考，然后引入课文，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文物工作者是怎样
保护白鹤梁的。出示学案，让学生按照学案上的要求一步步
的阅读交流讨论，理解感悟。这样，学生们的每一次阅读都
是有目的的，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既提高了学习效率，
又在无形之中教会了学生学习方法。

这节课不足之处在于学生的自学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学生没
有完成学习任务。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改进学案，分层设计，
使每个学生都学得轻松学有所得。

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教学内容安排以科学探究的方式，让学生亲历典型的科



学研究过程使学生在科学学习的过程中体验物体沉浮现象的
乐趣，获取物体沉浮的经验认识，增长探究物体沉浮的本质
的能力，培养观察实验，思考等科学能力。这样在新课程的
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应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整个教学活动
中让学生在活动中探究、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注意纠正学生错误的概念，在克服学生思维障碍的过
程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突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
运用知识的能力，同时更好地理解浮沉条件，并深刻体会物
理知识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学
生更加热爱物理。体现了新课标的开放性理念，激发学生求
知欲，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材料和信息;让学生体会浮
沉条件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作用，并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
训练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
运用知识的能力。

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是第二课了，要在第一课的基础上搞明白沉浮究竟与什
么因素有关。听起来像绕口令，其实在教材的一开始就把这
两课的关系理清楚了：“我们已经知道，同一种资料构成的
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它们的轻重、体积大小没有关系。那
么不同资料构成的物体，在水中的沉浮与他们的轻重、体积
大小有关系吗？”这段话不光总结了前面一课的主要内容，
也提示了这节课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的考虑上，很少有小朋友和以前接触较多的对比
实验联系起来。虽然对对比实验的操作已经比较熟练，可是
当他们面对这个有两个变量同时影响结果的实验时，他们还
是显得无所适从。因此，这局部的重点是要让同学想到“可
能是物体的轻重和体积大小都在影响物体的沉浮。”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接下来的两组实验就顺理成章了。一
组是“体积相同，质量不同”，一组是“重量相同，体积不



同”。我没找到和教材上一样的五个大小相同质量不同的球，
而是在老的实验盒中找了一组体积形状一样的铁块、铝块、
塑料块和木块。同样能说明问题，效果也不错。从这个实验
中同学很容易知道了“体积相同的物体，重的物体容易沉；
体积相同的.物体，轻的物体容易浮。”（小学教育吧 另外
一组实验的资料更加难找。我想尽方法弄了两个质量差不多
的物体，可是只有两个也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于是就干脆
不用了。我举了一个例子“一两铁和一两棉花，哪个更
重？”这个小儿科的问题，一下子被拆穿了，还引来他们鄙
夷的目光：原来老师就是那么两下子啊！我又接着问：“一
两铁和一两泡沫，哪个更重？”因为说把棉花放在水里，会
有更加麻烦的事情出来，于是就改了个不吸水的泡沫。

“当然是一样重了！”他们还是很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关键。

“一两铁和一两泡沫，哪个大，哪个小？“

毫不犹豫的回答：“铁小，泡沫大。”（ “那么，一两铁和
一两泡沫放在水里，哪个沉，哪个浮呢？”

“哈哈，当然是铁沉下去，泡沫浮起来了啦！”又是嫌简单
了！

“那你们说，质量相同的物体，是大的容易沉呢，还是小的
容易沉呢？”

话说到这里了，他们也明白了：“小的容易沉。”

这下，我期望的答案也出来了：质量相同的物体，体积小的
物体容易沉；质量相同的物体，体积大的物体容易浮。

在最后一局部的实验中，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展示过潜水艇的
工作原理，所以小朋友们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对实验过程的
观察，我还是要求他们要细致认真。因为要瓶子沉下去，很



简单，要浮上来也很容易，可是要让瓶子悬浮在水里，是需
要操作时注意的，也需要认真的观察的。

在课堂的总结中，我问他们：“不同资料构成的物体，沉浮
与什么因素有关？”他们纷纷说着，补充着：“跟物体的重
量和体积大小都有关。”“重量相同，大的容易浮，小的容
易沉。”“体积相同，重的容易沉，轻的容易浮。”

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篇四

1.通过幼儿亲手操作，大胆尝试，观察物体的沉浮现象。

2.在活动中提供了适宜的材料让幼儿人人动手，满足了中班
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3.动手操作前利用猜一猜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从而增强了活
动的目的性。

4.实验结果评价中我给幼儿了充分的肯定。

5.本节课的不足在于拓展延伸时由于准备不足，孩子没能答
出人们利用水的神奇力量都做了哪些事情。

6.以后还要多探究，并及时引导孩子为以后教学工作打下基
础。

影响沉浮的因素教学反思篇五

成功之处：本节课在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顺利达到了教
学目标：学生理解了不同材料构成的物体，如果体积相同，
重的物体容易沉；如果质量相同，体积小的物体容易沉。知
道现实生活中鱼也应用了物体在水中的'沉浮原理，也了解了
潜水艇应用了物体在水中的沉浮原理。



教学重难点就是用控制变量法去探究物体沉浮的原因。让学
生了解了控制变量在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学生基本能够理解。

教学准备方面：本节课所需的所有材料都由老师准备。

学生方面：该班学生对科学学科的兴趣较浓，上课积极发言，
认真做实验，使整个课堂气氛活跃，教师得心应手，过程流
畅。

不足之处：老师由于是初次上公开课，在教学中还欠缺许多
的经验，不能灵活处理教材，对于课堂中把握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