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模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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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一

授课班级：七（3）班授课时间：20xx年12月6日第五节本课的
教学设计意图是通过问题的引领，使学生自觉完成对菜豆种
子和玉米种子的观察、比较，进而认识到种子的重要结构是
肧，肧是新植物的幼体，种子的结构中有保护种子的结
构——种皮，有为肧的发育提供营养的结构——子叶和胚乳，
种子要比孢子的适应能力强，种子植物是比孢子植物更为高
等的植物。我在完成教学设计的时候，设置的问题是朝着以
下两个方面努力的：

一、问题的设置由浅入深，如，对于菜豆种子的外观，只是问
“你看到了什么？”，观察完玉米种子之后的问题是“你认
为玉米种子的胚芽、胚轴、胚根、子叶、胚乳各有什么
用？”

二、本课的问题设置也是朝着有学科特色、能够提高学生的
生物学科素养的高度来设置的如，“推测：种子萌发时，发
育成茎和叶的是（）；发育成根的是（）；连接地上和地下
部分的是（）；为种子萌发提供营养的是（）。”目的是体
现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念。”

再如，“你认为，种子和孢子哪个生命力更强”，为了让学
生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课的开始部分的知识回顾中
就有所铺垫，设置了“一个孢子是由一个细胞构成还是多个



细胞构成？”，目的是在学生观察了种子的结构之后，能够
认识到种子不仅是多细胞的，是个官，而且有种皮保护，有
子叶或胚乳提供萌发所需的营养，使学生意识到种子植物比
包子植物高等，形成进化的意识。

在本课的问题设置上，可以说是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
为了更好的达到由问题引领学生学习的效果，还专门为学生
印发了课堂指导，并且专门挑选了平时成绩很好的班级，但
是，有的时候，事情的发展真是不如人意。

在上课前，班主任领着学生到实验室的时候，就和我说，来
了这么多人听课，学生看到这么多人都下哆嗦了。这时候，
我就想，上课开始时，应该问一点简单的问题，让学生先稳
定下来。

于是，我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藻类植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
境中”，学生答的是藻类整个身体都浸没在水中，全身都能
从环境中吸收水分和无机盐，都能进行光合作用”，有些答
非所问。

后来的出现情况是涉及到回答问题的时候，学生很少举手，
或者不觉手。我直接要求一位同学读问题，学生竟然声音颤
抖，孩子啊，当时，我真的有些无奈了。

最后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课前精心设置的由学生回答的问
题都泡汤了，而变成了我自问自答的独角戏了。

课后也跟我校的个别老师交流过这个事情，她埋怨我说不应
该选这个班级，虽然成绩挺好，但是，胆子太小，上不了大
场面。

真的是怪学生的胆子太小吗，我也深深的反思的这个事情，
思来想去，问题真正的症结不应该在学生那里，还是教师没
有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教学设计，学生的胆子小，听课的人



多了，大脑就抑制了，那老师是干嘛的呢，就是应该调动学
生的能力，循循善诱，逐渐的去感染他们，把课堂的气氛调
动起来，让这些胆小但是并不笨的学生如果有了自信，有勇
气举手回答问题，就不会语无伦次。

现在反思起来，课堂中，也有可以挖掘的亮点，如，有一位
学生把玉米的种子沿着三个方向：纵切、横切、平切，他并
不是淘气，这是一个善于探究的孩子，可是，当时我的应变
能力也差，也没有处理好，只是告诉他应该纵切，其他切法
不对，而他只是小声说，我想看看其他的切法能看到什么，
我也没有鼓励他，让他把他的想法大声的说给全班同学听，
错过了一个好的鼓励学生培养学生的机会。

深深的反思：身为教师，能力有待提高啊！上课的时候，学
生没有按照教师预定的方向进行教学活动，学生的表现不尽
如人意，教师自己就有些乱了阵脚，就开始唱独角戏，不能
够把自己真正的融入到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去解决现实问题，
这样的状态是要好好的进行调整的。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二

初春的夜晚，北风呼呼地吹着。刚刚温暖的天气一下子变得
寒冷起来。刚刚苏醒的种子，瑟缩着，放慢了冲出泥土的速
度，希望赶快见到阳光的冲动也随之泠却下来。大地妈妈用
逐渐变得温暖、柔软的怀抱，轻轻的拥抱着它。种子又昏昏
然的睡着了。

它作了一个香甜的梦，在梦里，肆虐的北风被温情的春风送
走了。干枯的草地变成一片嫩绿，光秃秃的枝头上，嫩黄的，
粉红的，数也数不清的嫩芽正相继长大。花园里五颜六色的
花朵争先开放。采蜜的蜜蜂，飞舞的蝴蝶，唱歌的小鸟，流
动的人群和人群中孩子脸上鲜花般美丽、灿烂的笑容。种子
在梦里笑了。



含笑间它又仿佛看到自己冲破了最后的束缚，终于破土而出
了。嫩白的新芽在阳光的照耀下飞快的长大。先是淡黄，继
而是嫩绿，最后，翠绿的枝叶随风飞舞起来，开去了美丽的、
鲜艳的花朵。蜜蜂来了，蝴蝶来了，很多昆虫都来了。

赏花的人一群接着一群，大家不由自主的发出赞叹：“真美
呀!”当天渐渐变热的时候，种子开的花也调谢了。美丽的花
瓣落入泥土里，留下的是一个绿色的，饱满的新的种子。一
个新的希望。睡梦中的种子觉得幸福极了。

虽然没有了鲜花时夺目的美丽，但更多了一份成熟的怡人的
妩媚。种子在睡梦中，感觉到了梦中种子的成长与渴望。当
成熟的季节来临的时候，梦里的种子也会象它那样回到大地
母亲的怀抱。美美的、沉沉的睡上整整一个冬天，等候春天
的来临。

种子是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的。它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冲出
了大地妈妈的怀抱，嫩白的新芽正畅快地享受着阳光与新鲜
的空气。种子高兴地笑了，它清楚的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
容易。经过了一个寒冷的、漫长的冬天的等待，种子终于迎
来了它全新的生命。梦里的一切是那么清晰的印在了种子的
心里，它看着正逐渐变成淡黄色的嫩芽，一种梦想成真的喜
悦充满了种子的全身。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三

遵循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地进行教学，才可能体现学生主
体、教师主导，才可能把学生的'认知过程和科学过程在教学
过程中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我在教学设计中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亲密接触文本，促进学生个
性化阅读。让学生通过充分的、自主的读去理解文本，感悟
文本意蕴，受到启示，获得创作的灵感。

范读，指导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画出你认为印象最深的词句，反复练读。

个性化自由选择读，说说你读懂了什么，互相评议，分组汇
报，说明理由，其他同学参与讨论。

分组学习，提出不懂的问题，同学商议解决。

引读重点句子，让学生在读中领会“种”的积极成
长；“叶”的奉献；“果”的理想，从而理解课文内容，练
习有感情的朗读。

在有感情朗读的基础上，背诵课文。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四

《一粒种子》是一篇说明科学知识的童话，先写在春风的吹
拂下，地里的一粒种子苏醒过来；再写种子与蚯蚓之间关于
外面世界的问答；最后，种子终于勇敢地冲破土层，迎接一
个光明的世界。同时还说明了种子发芽的条件。在教学中，
我既重视实学知识及其所体现的科学思维方法，又让学生感
受到种子的那种对美好、光明世界的向往之情。

教学时，由于学生课前有预习，正用优美的声音朗读着短文，
突然，有一个孩子举起了小手：“种子从哪儿喝着水的？”
突然的提问，我不禁觉得有点好笑，这么简单的问题也值得
提出。但是按照新课改的理念，我养成了不包办代替的习惯。
我的学生们亦是立即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且很快有了以下
的答案：“是有人给它浇的水”、“是下的春雨为种子提供
了水”。好精妙的解释啊！在这不经意间的问答中，孩子渴
望真知的心灵一下子被唤醒了，一种感受美的情感熏陶在这
一刻被点燃。本想继续进行的我，这时发现又有孩子举起了
小手：“我对第一个答案有疑问，我们不知道种子在哪，怎
样给它浇水？”“如果是自己种下的种子，就可以为它浇水
了。”又是一个精彩的回应。当朗读到“种子听见外面很热



闹，连忙说：“啊，我要赶快出去！”一句时，又有一个学
生举起了小手，如果是以前，我为了不影响我的上课思路，
我会示意他放下手，课后再说。可现在，我毫不犹豫地请他
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看到种子现在的情况，好像是一
个人在坐监牢，坐了很长时间，想要冲出去一样。“那一刻，
我一点也不为我让他回答问题，可能会拖延课程进行时间的
决定而遗憾。相反我却感到庆幸，我没有抹杀一个孩子的.想
像力，我想其他的学生也会非常受益的。

这堂课在学生们的感情朗读中结束了，可留给我的思考却很
多。作为一名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来说，教学已不是原来传
统意义上的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作为教师，我们首先应
当做到的就是要把学生当作一个主体来看待，认识到师生双
方都是彼此关系的创造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在这种师生
互教互学的过程中，突现学生的价值，把课堂学习变成学生
学习的乐园，使学生向学、乐学、爱学。从而真正发挥学生
的生命力和主体性，构建互动的师生关系，让我们的课堂大
放异彩。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五

科学是一门生机勃勃的学问，美国著名诗人奥特?海特曼称它
为一种“充满乐趣的.无边界探险历程”。同时，《科学课程
标准》中指出：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探究既是科学学
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亲身经历以探究为
主的学习活动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途径。

科学课不能是教师“讲科学”，同学“学科学”，而应是同
学在教师的指导下去“做科学”。教学中应设置问题串，激
发同学探究的热情，讲清让同学在实验中观察什么，研究什
么，明确每步实验操作的目的。

教学中如何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抓住每个同学的“眼球”
和思想，组织课堂教学，让每个同学学有所得，是本节教学



中最难驾驭的。

进行实验时，验证是否需要空气这一过程中，不能完全地使
实验瓶呈真空状态，只能尽量地减少瓶子里面的空气。我认
为这是实验缺乏的地方。若能达到真空，则能得到较明显的
实验结果。

选取种子也是很关键的，经过对比挑选，绿豆种子比较容易
萌发，而且萌发需时短。

在《种子》这节课中，我重点引导同学自主探究“种子萌发
的环境条件”。在课前，同学自身就在家做了这个探究实验，
上课时采取小组讨论交流的方式进行学习，各小组都能较好
地分析和总结实验结果，并得出初步的结论。课堂上学习气
氛宽松，同学参与度高。

经过同学设计、实验、汇报后得出结论种子的萌发需要水、
合适的温度和空气。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老师，我的实
验结果不是这样。我把种子也浸在水里就是说没有空气，但
我的种子却发芽了，说明种子的萌发不需要空气。”这下子
可热闹了，有一部分同学立即附和，一部分同学竭力反对、
还有一部分同学发表自身的意见，让你目瞪口呆。

有时候同学的想法很有趣，但却可以真正的说明同学的思维
已被很好的激发，我没有参与，让他们自由发表自身的意见，
等同学争论的差不多了，我说话了：“同学们说的都非常有
道理，但不论怎么样确实那个同学的种子发芽了。我们应该
怎样做？”“如何设计实验呢？”同学开始讨论。

生：把水烧开，凉了、就没有空气了，再把种子浸在水里这
样就可以了。生：可以找一个比较长的瓶子，水装的很深，
一些种子埋在水底，一些种子放在靠近水平面的地方。

同学的实验设计突出了同学思维的深度，不能不说同学对一



些争论的问题已经可以想到用不同的科学实验来解决，说明
同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学习科学的知识。所以说不要低估了
我们同学，同学的认知水平虽然有差别，但可以互相弥补。
实验具有重复性，它能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多次的反复，供
学生反复观察；能使学生迅速掌握前人已认识到的真理，以
最有效的方式去掌握自然基础知识。作为一个一线的科学课
教师，让我们在切实转变观念的同时，结合科学课自身的特
点，在实践中加强反思，努力学习，真正担负起培养下一
代“基本科学素养”的重要任务。

种子的传播教学反思幼儿园篇六

这是一篇科幻文，描写的是“我”在太空医院治疗烧伤的神
奇过程。

在教学中，我以“神奇”这个词语为主线展开教学。与上一
篇课文一样，也是以学生的自读为主。在整体把握课文时，
我让学生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自己所了解到的`太空医院。于是
学生提到了“神奇”。“你从哪里体会到了太空医院的神奇？
请大家认真的默读课文，把你认为神奇的地方划记起来，多
读几遍，呆会与你的同桌分享阅读感受。”在课堂上巡视，
发现许多孩子都能能抓住没有引力伤口不会接触被褥、医疗
设备能够用意念控制、太空没有空气伤口不会被感染、如衣
服一样的保护膜保护伤口等主要细节。在进行交流时，我要
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以促使他们语言的内化，并要
求听的学生认真倾听，随时对发言同学所讲的内容进行补充。
因为不同的学生对于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有的内
容被学生反复提出反复地读，来来回回，课文的内容就被孩
子们熟知了。

在下课时，有个孩子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太空里没有
氧气，医院里的病人和医生们是怎样生存的呢？我知道这不
过是一篇科幻文，肯定有不符合现实的地方，学生能敏锐地
觉察并提出来，虽然我不能回答他，但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我利用这个契机鼓励全班的孩子，多读相关的文章，去了解
更多，由此把阅读引向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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