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的呼吸教学反
思(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呼吸新鲜空气篇一

《我们的呼吸》一课是青岛版小学科学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第二课的内容，是学生在认识了人体内部消化器官后进一步
认识呼吸器官，对人体组织的更深入的了解。本节课的设计
我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课教学的实践性很鲜明，学生在课余时间经常运用
所学到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解决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真
正的教育者总是教人去创造生活而不是制造生活”。

《我们的呼吸》是在“人每时每刻都要呼吸，呼吸意味着生
命存在”这一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上，引领学生通过猜想、
实验等一系列探究活动，认识人体的呼吸器官，了解呼吸的
过程，理解呼吸的意义，并通过查阅资料、测肺活量等实践
活动，讨论了解呼吸系统的有关问题。因此，如何引导学生
在多项亲历活动中应用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进行有价值的探
究活动是本课的重要任务之一。

（2）培养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强调
说：“教师要特别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学生通过
主观努力获得发展。”学生的技能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地从
教师那里获得，只能在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得以
培养和提高。为此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多种手段，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唱好主角，培养学生主动发展。



呼吸新鲜空气篇二

在4月7日，我开设了一节《细胞呼吸》二轮复习专题的公开
课。本节课除了本组的同仁参与听课以外，扬中市生物教研
员奚红凤老师以及来自其他兄弟学校的十几位老师也参与了
评课。

我们开设二轮复习的基本方针就是进行“靶向教学”，针对
的群体就是“b级”临界生，主要的内容是“基础+重点+漏
洞”，对于120分的试卷我们要抓的是100分。因此在进行教
学设计时，学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自查，分基础
知识的默写和判断题改正；第二部分是核心提炼，重点分析
呼吸作用类型及其实验设计，第三部分是漏洞补充，关于呼
吸熵问题的分析。

通过一节课的教学，我发现我们对学生的能力有所高估，学
生的基础还较差。所以，教学时我们还要放慢节奏，多强调，
抓重点，抓关键人。同时，我通过提问发现学生思考问题的
速度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快，有时我会被部分同学的呼应
所迷惑。所以，二轮复习仍然是多强调，抓反复，多提问，
多讨论，抓基础，抓考点。

这一节课的亮点就是突出了对临界生的专注，同时引导他们
跟上了课堂的节奏。同时这节课教学设计层次明显，循序渐
进，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通过今年几次的公开课活动，我发现自身的成长还是要结合
更多教师的指点，也需要别人的督促和鼓励，同时自我的反
思和总结也是促成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

呼吸新鲜空气篇三

教学目标：



科学探究：

1、会用澄清石灰水来比较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区别

2、结合生活体验，整理出呼吸器官的功能

3、会测量自己的肺活量

情感态度价值观

1、爱护身体、勤于锻炼，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2、知道吸烟是不好的生活方式

科学知识

1、知道呼吸时吸入的是富含氧气的空气，呼出的气体中主要
含有二氧化碳

2、认识呼吸器官，了解它们的作用知道肺是进行气体交换的
重要器官

3、了解保护呼吸器官的方法。

教学重点：认识肺、气管、支气管等人体呼吸器官及其作用

教学难点：比较吸进空气和呼出气体的不同

教学准备：人体肺模型，课件，活动记录，矿泉水瓶12个
（带标签的），石灰水六瓶，电子肺活量测量仪。

教学过程：

一、“憋气”游戏导入，体验呼吸的重要性



1、体验憋气活动

2、导入呼吸

二、认识人体呼吸器官及其作用

谈话，知道胸腔内帮助我们呼吸的器官叫什么吗？讲解肺的
写法。

1、(出示人体肺模型)这个是我们人体肺模型，我们用这个模
型来代替真的人的肺。

2、学生交流对肺内部形态的观察的发现。

3、教师出示人体解剖图，辅助学生深入了解肺的位置，形状。

（二）认识其它人体呼吸器官及作用

1、（出示人体解剖图）让学生说出你们认为是的呼吸器官。

2、引导学生比较体验用口腔与鼻腔呼吸的不同，从而认识到
鼻腔的作用。

三、探究吸进的和呼出的气体有何不同

1、（出示模型演示）引导学生说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
吸进的是什么气体？

呼出的又是什么气体呢？

2、师示范指导收集氧气和二氧化碳两种气体。

3、课件出示温馨提示，引导学生展开分组实验，利用二氧化
碳会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性质，检测呼出的气体。



4、交流讨论研究实验的发现。

5、教师播放人体呼吸视频（和出示吸进和呼出空气成分百分
比表），进一步肯定学生的研究发现。

四、测肺活量

3、师课件出示：成年女子、男子的肺活量及刘翔等运动员的
肺活量数据。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运动。

五、怎样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

（小组交流，全班汇报）

师适时课件出示，健康的肺和吸烟的肺

2、播放视频《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让学生谈感想。
（全班交流）

六，拓展总结，共读儿歌

师课件出示《保护呼吸器官》儿歌

关于呼吸的问题还有很多，下节课可以继续研究。课后请每
个小组收集资料，设计并制作一份戒烟小报。（下课）

板书设计：

肺和呼吸

吸进氧气

肺气体交换

呼出二氧化碳



课后反思：

《肺和呼吸》是是苏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科
学》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二课，指导学生认识人的呼吸器
官及其作用；在能力培养方面，属于“观察能力”和“实验
能力”的系列。

本课的重点是让学生认识到呼吸器官都有哪些及它们的主要
功能，并通过比较吸进的空气和呼出的气体的不同来认识到
肺的作用。

难点是认识和理解肺的呼吸原理及功能。

首先，我安排了“憋气”活动，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呼吸的
重要性和感觉到胸闷，大体了解呼吸器官的位置。接下来，
我有让学生把手放在胸前和我一起做几次完整的呼吸，再一
次让学生认识到呼吸时肺的扩张和收缩。这些对于学生认识
呼吸器官很重要，是自己亲身体会到的，学生就会产生更加
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记忆自然也就更深刻。

在区别嘴和鼻子那个属于呼吸器官时，我还是让学生分别用
嘴和鼻子进行呼吸来比较和体验它们的不同，我尊重学生的
发现，我相信学生一定会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认识到鼻子
属于呼吸器官。

在突破本课难点时，我启发学生用四年级学过的有关氧气和
二氧化碳性质的知识来比较吸进和呼出气体的不同，从而认
识到肺的作用。

测肺活量、播放吸烟危害健康视频，都是为了让学生认识到
呼吸器官的重要性及如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呼吸器官。



呼吸新鲜空气篇四

《我们在呼吸》教学反思这节课不足：

本节课第二环节体验呼吸运动与呼吸的关系，在测量学生平
静时的呼吸次数时用的时间太短，不能够准确的测出学生一
分钟的呼吸次数，同时测量时应向学生多次强调正确的呼吸
测量方法。在测量运动时呼吸次数时，在选人和运动时间上
出现了小失误，不应该选体型较大或体重较重的孩子，同时
运动的时间将保持在一分钟左右，这样学生呼吸的变化情况
会更加明显。

在第三环节探究吸进与呼出时，可以分情况设计教学：

如果学生较多时可以多设计几组实验操作，多让几组学生代
表上台做演示实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如果学生班额较少时，可以设计为学生分
组实验，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更方
便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

优点：整节课学生都能随着我的.思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上
课学生积极回答问题，整节课的课堂气氛都比较活跃，大家
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呼吸新鲜空气篇五

今天五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了我们的呼吸这一节。在我们共
同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需要在以后的教学
过程中加以注意。

1.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学生的活动的过程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能够很好的指导学习进行学习。在本次课的学习中，
我的主导作用不是十分的明显，似乎一直指导学生进行做题，
而不是真正的自主学习。因此我想在教学中，一定要指导学



习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

2.学生的主体地位需要学生进一步的进行理解和掌握。在指
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小组合作，代表讲解的过程中，学生
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掌握自己的地位，而是习惯性沉浸在常规
的教学之中。因此学生需要理解课堂是自己的，是展示自己
的舞台，鼓励学生积极的在课堂上展示自己。

第一我认为学生的预习不是非常的充分或者是许多的学生没
有进行预习，许多的的学生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才看书。第二，
我的'预习设计有些不大合理。在预习设计之中，设计的问题
太过简单和笼统，没有方法检查学生是否真正的进行有效的
预习。预习的有效性是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学习，自我展示
的的基础。第三没有给予不活跃学生的进行展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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