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导学案教学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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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学案教学反思篇一

第一、对于孩子而言，他们还对电的了解不是很深刻，更不
知道电的危险性，所以对于年龄过小的孩子，尽量不要让他
们接触电器，这样就减少了安全隐患。

第二、小孩子就算到了可以使用家用电器的'年龄了，也要对
孩子讲诉一下电的危险性，给孩子使用之前就要有防范意识。

第三、让孩子使用电器之前，应让孩子熟悉该电器的正确使
用方法，比如说给孩子以正确的方式讲诉电器说明书，正确
的使用方法会大大减少电器的安全隐患。

第四、有时候就算我们做到了防范意识，这是完完全全不够，
所以我们还要严格挑选电器，好的电器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
完善，就算是电器出现问题也会自动断电的，所以家长在选
择电器的时候也要注意。

第五、定期检查和保养家用电器，电器并不是永久不坏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同时也要注意电器的维护和保养，假如遇
到有电器出现故障一定要早点修理好，这样就算孩子在使用
的时候我们也放心。

第六、要想孩子能够正确并安全的去使用电器，那么作为大
人就要以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小孩子，不要嘴上让孩子怎么做，
但是自己却与自己所说的不符，那么小孩子也会跟着学的。



最后普通的电器让小孩子接触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一些比
较危险的电器就不要让孩子独自使用了。

导学案教学反思篇二

（1）购买家用电器时，应购买国家认定生产的合格产品，不
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购买后要认真阅读产品说
明书，注意使用电压和功率，应不超过家庭电源插座、保险
丝、电表和导线的允许负荷，方可使用。

（2）安装家用电器时，要注意电器的使用环境。不要将家用
电器安装在潮湿、有热源、多灰尘、有易燃和腐蚀性气体的
环境中。

（3）厨房、贮藏室等易受潮和腐蚀性的场所，要经常检查有
无漏电现象，一般可用验电笔在墙壁、地板、设备外壳上进
行测试。

（4）使用家用电器时，要有完整可靠的电源线的插头，不许
将导线直接插入插座，不要用双脚插头和双脚插座代替三脚
插头和三脚插座，以防由于插头错接造成家用电器金属外壳
带电，发生触电伤亡事故。

（5）电热设备，如电暖器、电炉子、电热器、电淋浴器、电
熨斗、电烙铁等，这些设备电流较大、热量高，因此都应由
自身的开关操作，严禁用插头操作，且插座的`容量应满足要
求。

（6）不准在地线和零线上装设开关和保险丝。禁止将接地线
接到自来水、煤气、暖气和其他管道上。

（7）家用电器在使用时，不要用湿手触及开关和外壳。使用
电吹风机、电烙铁等电器，不要将电线绕在手上。移动电器
时，要切断电源，禁止用手拽电线。



家电保养常识

防潮通风

家用电器最忌讳潮湿，因为在潮湿的地方电器容易外壳锈蚀，
绝缘下降，电路短路，直接威胁到电器的使用寿命，甚至威
胁人身安全。

防尘扫灰

各种电器的外壳也需要时常擦净，可以用半干的抹布轻轻擦
拭，然后用干布擦干不能在通电状态下除尘，不能让水滴到
电器内部以免短路。

定期除垢

热水器的水箱、空调的过滤网长期使用会积累污垢，应定期
清洗：洗衣机的外壳内侧、内桶凹面等看不到的地方最易聚
集大量污垢，必须定期清洗除垢。

注意散热

家用电器在工作中，电动机需要宽敞的散热环境才能正常工
作，因此要让家电周围有充足的散热空间，以免因过热烧坏
电动机和线路。

清除油烟

燃气灶、消毒柜、微波炉、油烟机等厨房家电，由于工作环
境的特殊性，不可避免或多或少会沾染油烟，因此必须及时
清除干净。

彻底断电

长期不用的家电应该彻底拔下电源插头，断开交流电源，不



能只靠遥控器关机或按压轻触键关机。

导学案教学反思篇三

一、电视机防火

1、电视机安放的位置要合适，既要防潮、防热，又要防灰尘
侵入，同时也要注意通风。收看电视节目时，电视机不要靠
在墙上，也不要放在木橱里，以防影响散热，损坏元件，引
起火灾。

2、电视机附近不要存放易燃易爆液体或气体，以防电视机放
电打火，引燃这些物品。

3、电视机收看时间不宜过长，因为电视机工作发热是随着时
间的增长而加剧的，收看时间越长，机内温度越高，所以一
般连续收看三、四小时后应关机一段时间，等机内热量散发
后再继续收看。

4、雷雨天不要用室外天线收看电视节目，因为采用室外天线
的电视机容易遭受雷击。安装防雷保护装置的，雷雨天也要
把开关拉下，并保证接地良好。

5、电视机电源线的外皮绝缘层应保持完好，如有损伤要加裹
绝缘胶布，不可让导线裸露在外，以防发生短路。加长的电
源线，应放在不易让人碰触的'地方，因观看电视时，周围光
线较暗，如果电源线放置不当，容易被人碰脱插头，甚至碰
断电源线，造成意外事故。

6、电源插座与电视机的电源插头之间应接触可靠，不裸露导
电部件，插座的位置应设置在幼儿够不到的地方，防止烫坏、
烧坏或碰坏导线外部的绝缘层而引起短路。

7、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如电视机内打火、冒烟，有异味，应



立即关机进行检修。

8、看完电视节目后应关闭开关，拔下插头，彻底切断电源。

二、电冰箱的防火

1、千万不要把易燃易爆物品放入电冰箱内，如酒精、汽油等。

2、要经常清除冰箱里的存水，千万不要让水流入电气开关，
防止产生短路，引起火灾。

3、如果遇到停电后几分钟或几秒钟又立刻送电的情况，电冰
箱一定要过5分钟再启动，以防损坏机件。

三、日光灯、白炽灯等照明灯具的防火

1、日光灯的镇流器不准安装在可燃材料上，若必须安装，应
用隔热的不燃物进行隔离。

2、镇流器的电压必须与灯具的电压与容量相同，配套使用。

3、白炽灯必须与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其距离不应小
于50cm，且不准用纸等可燃物包裹灯泡。

4、白炽灯具正下方不准堆放可燃物品。

5、照明灯具所采用的导线必须与环境和灯具的功率相适应，
且忌乱接乱拉灯线和随意更换功率大的灯泡。

6、灯泡距地面高度一般不应低于2m，如低于此高度，应采取
必要的防护措施；灯泡安装在易受碰撞的场所时，应有金属
或其他网罩防护。

四、电风扇的防火



1、连续工作时间不宜过长，应间隔使用。

2、不要让水或金属物进入电风扇内部机件，防止线路短路起
火。

3、定期在油孔中加入机油，保持轴件润滑，以避免机械发热。

4、电风扇外壳有污垢，要在切断电源后用湿布擦拭，绝不能
用汽油、苯或酒精等溶剂作清洗剂揩抹电扇。

5、电风扇耗电量过大，或者外壳温度过高时，要及时检修。
如果出现异常响声、冒烟、有焦味，要立即拔下电源，送修
理部进行修理，不要私自拆卸，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五、电熨斗防火

1、电熨斗所规定的电压应与电源相符合。

2、普通型电熨斗在使用中温度高，应断开电源降低温度，不
要总是通电；自动调温型电熨斗在使用之前，应根据所熨烫
织物的性能将旋纽对准合适的温度，用完后要把调温旋纽复
位到“关”或“冷”的位置上；蒸汽型电熨斗，水箱内最好
用凉白开或蒸馏水，注意水箱内的水不要干。

3、在熨烫间歇时间里，要把电熨斗竖起来放置，不要平放在
工作台上；用完要及时拔掉插头，要待温度下降到不能引起
火灾再收起来。

4、放置电熨斗的支架应为不燃的。

5、在选购电熨斗时要注意，不要购买不合格的产品，以免在
使用时出现事故。

六、家用空调防火



1、添置空调设备时必须考虑电源负荷。因为空调机的用电负
荷较大，一般民宅电线多不适用，如需使用空调机，应根据
功率大小，换用大截面的电线。电表、电闸也得相应增容。

2、用于制热的空调机必须装有温度控制装置。送风温度一般
不得高于80℃，以免升温过高引起火灾。当风机停止运行时，
电加热系统应能自动停止运行。

3、空调机必须用非燃材料做支持物，不得直接放在木地板或
地毯上，而应当用非燃材料支垫起来。空调机上不要加盖可
燃性护罩，靠近可燃性布帘。用过的油棉丝、油抹布等不要
放在空调机上，以免起火。

4、要经常对空调机进行安全检查与维修。要保证各电气部件
的良好绝缘，防止短路起火。

5、要有良好的接地装置，以便随时导除静电。

6、要保证送电电压的稳定，其上下波动不得超过额定电压
的5%，必要时应当装稳压器。

7、空调机应当在主人的严密监视下运行。主人离去时，应当
拉闸断电。

导学案教学反思篇四

初次学习使用显微镜的课，由于学生的兴奋和跃跃欲试，而
必须交待的注意事项又非常多而琐碎，在许多情况下，难免
出现教师细细交待，学生亦步亦趋，在严格的要求下活动，
既放不开，学生实践的机会也少。

我在这节课，40分钟内学生至少实际操作了两遍，第一遍是
学生自主的尝试性操作，第二遍是在解决新问题（物像是否
是倒像？物像究竟放大了多少倍？）的情景下的再操作。如



果算上第一遍结束时，一名同学边说边演示，其他同学帮着
找问题，和第二遍结束时，中间一行各小组为主操作，左右
二行小组检查，则全班至少有1/3学生共实践了三次。一切技
能，都是熟能生巧，以有限的时间，实现学生的充分实践，
至关重要。

我认为之所以能做到，在于我对技能实践的高度重视，精巧
的安排，而且每次都不是重来一遍——简单的.重复，而是在
新情境下向前推动，使重复实践富有新意。

组织好学生的学习活动，是上好今日的科学课程的关键。希
望我的做法，可以给大家一些启迪。

导学案教学反思篇五

《练习使用显微镜》是学生初次接触生物仪器，同学们都非
常兴奋和跃跃欲试；另一方面，这节课的教学内容较多而琐
碎；对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有较高的要求。从内容上看，显微
镜是生物学研究中最常用、最基本的观察工具，初步学会独
立使用显微镜是初中阶段十分重要的学习技能之一，也是学
生学习后续内容的必备基础。所以，怎样组织教学才能达到
预期目的是我们在设计教学的时候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在本节的教学中，不管用哪一种教学形式，我们都强调“学
生能独立操作显微镜”的教学目标，每位学生都能亲自动手
实践才是实现目标的保证，其他的诸如实验室的注意事项等
必须在课前交代清楚。

在教学组织上，我们尝试了两种模式：“自学+讲授+（小组）
探究+评价（比赛）”和“自学+（小组）探究+评价（比
赛）”。都以学生亲自动手操作为中心，精简讲授内容，如：
显微镜的结构只讲镜头、反光镜、准焦螺旋及遮光器的作用
和用法。另外，还设计了评价环节，采用随机抽签的办法，
让学生及时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对“教



师讲授”这个环节的处理，前者是把“教师讲授”作为一个
整体环节在学生动手之前完成，后者则把这个环节化整为零
地嵌入在学生的尝试、质疑、交流和讨论过程中。这也是科
组为寻求适合自身实际的“生本教学”模式所作的探索。

就课堂效果看，两种课堂模式的目标达成不分仲伯，但后一
种模式对学生的潜在影响是比较可观的。在没有老师的铺垫
和条条框框情况下，学生根据自己阅读和理解进行操作，就
是自学能力的一次训练和提高。由于没有老师“标准”的示
范，同学们在摸索中必然遇到更多的困难，存在更多的疑惑，
但是，在质疑和寻求解疑的过程中获得各种各样的体验使他
们更为兴奋。“这样的课堂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投入。”有学
生如是说。

当然，“放手”让学生动手需要一定的前提，比如良好的纪
律，课前的精心准备等。在课堂上，同学们压碎了好几片玻
片标本，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比让他们学有收
获更重要的。

在教学中由学生根据教材，对照实物，通过看一看，摸一摸，
试一试等教学手段，让学生说出显微镜的各部分构造与功能，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交流，老师及时验查，激励评价，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其次，做实验时，
让学生自学显微镜的使用过程，然后老师示范演示，强调关
键步骤，最后学生带着问题去进行动手操作，这样培养了学
生学习的`能动性。在教学过程中，每当让学生进行学习时，
都要明确学习的任务，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每次学习都
让他们尝试到成功的喜悦。同时学生们的合作交流、探究习
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当然本节课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将观察的标本上移或左移，
看看物像朝哪个方向移？这个问题解决不到位。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老师牵着学生的鼻子走的时候多，给学生做的铺垫太
多，不能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自



己的观念还没有解放。在今后的教学中自己要努力解放自己，
树立新的思想观念，提高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