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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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篇一

三年级科学教学反思

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提到了这样一点：科学教学的基本出
发点是促进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我觉得提得很
好，很及时，很贴切，我是这样做的：在课堂教学中充分遵
循学生学习科学的心理规律，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
创造性的组织教学工作。现就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心得与老师
们讨论一下：

结合认知特点，引导学生学会提问。

初涉《科学》的学习，三年级学生开始不会提问，只是感兴
趣，因为他们不知从哪入手，不知提什么样的问题。起始阶
段，我们应注意通过教师示范提问，向学生展示发现问题的
思维过程，使学生受到启迪，有法可循。当然，在示范提问
的基础上，教师还应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适当启发引导，
让学生尝试提问。

1.从科学课的课题上提问

2.从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处提问

对授课内容重点、难点的提问，既有利于小学生研究知识，



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提问组织教学。
如第七课《土壤的保护》一课，一个学生提到：“为什么说
保护土壤呢?”其他学生听后哄堂大笑，当我反问他们为什么
笑，怎么解释时，他们却哑口无言。其实，这个看似简单的
问题提得很有价值。通过和水土流失相对比的讲解,这个问题
就得到了解决，学生在了解水土流失的严重性之后，自然就
会想到要保护土壤，防止流失。

3.从课文中的对立之处提问

有些课文中有看似对立之处，那正是编者老师们匠心独具所
在。从而悟出道理，提高认识。如第九课《沉与阜一课，有
这么一个学生活动:(1)、瓶子在水中上浮，用什么办法让它
沉下去?(2)、橡皮泥在水中下沉，用什么办法让它浮起来?
(用8分钟时到10分钟)在活动前让同学说一说用什么方法. 同
学们只说出了一个结果 “ 要改变它们” . 我说怎么改呀?
同学们说“加水、变形状.”我说“那好吧，我们来试一试再
说.”同学们都非好奇,认真的看和记录.结果橡皮泥浮起来了，
瓶子沉下去啦.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讨论为
什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

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篇二

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提到了这样一点：科学教学的基本出
发点是促进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我觉得提得很
好，很及时，很贴切，我是这样做的：在课堂教学中充分遵
循学生学习科学的心理规律，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发展平台，
创造性的组织教学工作。现就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心得与老师
们讨论一下：

结合认知特点，引导学生学会提问。

初涉《科学》的学习，三年级学生开始不会提问，只是感兴



趣，因为他们不知从哪入手，不知提什么样的问题。起始阶
段，我们应注意通过教师示范提问，向学生展示发现问题的
思维过程，使学生受到启迪，有法可循。当然，在示范提问
的基础上，教师还应结合学生的认知水平，适当启发引导，
让学生尝试提问。

1.从科学课的课题上提问

2.从授课内容的重点，难点处提问

对授课内容重点、难点的提问，既有利于小学生研究知识，
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提问组织教学。
如第七课《土壤的保护》一课，一个学生提到：“为什么说
保护土壤呢？”其他学生听后哄堂大笑，当我反问他们为什
么笑，怎么解释时，他们却哑口无言。其实，这个看似简单
的问题提得很有价值。通过和水土流失相对比的讲解，这个
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学生在了解水土流失的严重性之后，自
然就会想到要保护土壤，防止流失。

3.从课文中的对立之处提问

有些课文中有看似对立之处，那正是编者老师们匠心独具所
在。从而悟出道理，提高认识。如第九课《沉与阜一课，有
这么一个学生活动；(1)、瓶子在水中上浮，用什么办法让它
沉下去？(2)、橡皮泥在水中下沉，用什么办法让它浮起
来？(用8分钟时到10分钟)在活动前让同学说一说用什么方法.
同学们只说出了一个结果“要改变它们”.我说怎么改呀？同
学们说“加水、变形状.”我说“那好吧，我们来试一试再说.
”同学们都非好奇，认真的看和记录.结果橡皮泥浮起来了，
瓶子沉下去啦.这样一来同学们的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讨论为
什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过科学课的教学，我觉得不仅要考虑科学本身的特点，更
主要的是遵循学生学习科学的规律，让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



的同时，学会科学思考，提问，学会应用科学知识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矗。

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活动课是玩具汽车中比较重要的简单机械结构中的齿轮
传动原理。本节通过讲授、合作、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使学
生感知齿轮传动能改变转动方向和传递、改变转动速度。

首先通过一张图片——齿轮模型导入，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常
见的齿轮传动结构，引入本节活动的主要内容——齿轮传动
有什么作用，为后面的实践活动探究打好基础。对于比较抽
象的齿轮传动原理，通过让学生动手制作两个齿轮结构模型，
让学生亲眼所见、亲身感知齿轮传动带来的转动方向的改变、
速度的不同。让我们的知识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上完以
后有以下几点想法：

1、整节课的设计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整节课有两次搭
建，每一次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2、为了达到搭建目的，在第一个实践活动中发放了装配图，
在搭建之后请学生进行了展示和总结，将每一个小知识点解
决的比较好，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完成制作。

3、由于各个班的学生的程度不一样，有部分学生在实践报告
单填写过程中出现问题。基本问题所有小组都能填写正确，
但在归纳总结部分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部分学生归纳总结
能力有待加强。在老师的引导下，有部分学生可以将归纳总
结处理的很好。

整节课上下来还是比较轻松的，时间把握的也比较好，学生
的动手搭建能力比较强，所以在搭建上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篇四

推荐“怎样上好科学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科
学学习的主体，促进学生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教师起着不可
代替的作用。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教材?模式，采用?用教
材教?的方法，使教材变成帮助学生?搞科学?的`材料，引导
和帮助学生去研究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形成良好的科学素养。
”这是对科学课教师提出的教学基本要求，也是我的亲身经
历后的感悟。

反思本节课，我认为自己做到了：“做活动”而不是“讲活
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和经历实验活动，并通过活动，层层深
入递进，使学生自始自终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体现
了“问题导向”的教学，让学生带着问题进教室，带着问题
出教室，把科学学习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

科学水结冰了教学反思篇五

“摩擦起电”是教师在“做中学”的思想指导下预设的一个
科学活动。通过“观察——探究原因——猜想——验证——
新的发现——记录——分享与表达”，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
们的主动性，让他们充分讨论与实践并在探究中获得快乐与
成长。通过这一活动，孩子们不仅能识别一对经摩擦能产生
静电的材料、体验大胆猜想和认真验证的科学探究过程，而
且能够想出各种办法记录下实验结果，基本完成了预定的目
标。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我注意贯彻“做中学”的思想，
引导孩子亲历科学探究的过程并且互相交流，取得的效果还
不错：

一、小游戏——“小纸片被吸起来了”（用绸布快速地摩擦
塑料小棒，小棒吸起了小纸片）:首先通过这个游戏，激起孩
子参与活动的兴趣。小纸片怎么被吸起来的呢？孩子们被游
戏吸引住了，纷纷做出了不同的猜测：有的说塑料小棒上有
胶水；有的猜绸布是湿的……但经过验证，这些“原因”都



不成立。小来说：“爸爸对我说过，因为布上带电所以能吸
小纸片。”虽然他说得不准确但已经有些接近原理了。当我
总结小棒在布上来回摩擦就会产生静电、小棒就能把小纸片
吸上来时，孩子们已经对这个游戏“跃跃欲试”了。

二、猜一猜——“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吸起小纸片”：经过
对游戏的尝试，孩子们对“摩擦起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时，我提出新的问题帮助孩子们进一
步探索“除了塑料小棒，什么东西用绸布摩擦之后也可以吸
起小纸片呢？”孩子们做出了大胆的猜想：铅笔、尺子、橡
皮、彩纸、积木、磁铁、玻璃、吸管等等。我鼓励孩子们将
猜想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并到科学区验证自己的想法，孩
子们高兴地去尝试了。

三、试一试——“看看我的想法对不对”：经过猜想验证，
孩子们在老师提前准备好的记录表上“记录”实验结果。在
他们的记录中，有的方法很有创意。像阳阳在记录塑料尺子
和绸布摩擦后能吸小纸片时，首先在记录纸上画个长方形并
标上1234等数字代表尺子，后面画个笑脸代表自己的猜想是
对的，多有意思啊！

四、新发现——“我穿衣服时找到了静电”：活动并不是一
天两天就结束而是持续地进行着，孩子们的猜想越来越多并
基本了解了“摩擦起电”这一现象。有的家长也很感兴趣，
参与到活动中来。含含的爸爸周一早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引
起了大家的关注。他说，晚上脱毛衣会听到“嘶啦”的声音，
早上穿毛衣头发竖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资料的搜
集与讨论，大家知道原来是毛衣和头发摩擦产生了静电。孩
子们的发现越来越多，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又发现新的
问题，记录的方法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趣。围绕记录，我
们又展开了交流与讨论，以达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五、怎样记录新发现——“我可以画出来”：孩子们探索的
范围越来越大、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记录的难度也越来越



大。但记录的目的不变，就是让自己也让大家看明白实验的
结果。我鼓励孩子们用各种方法记录，很多孩子选择了绘画
的方式。粼粼在记录纸左侧画了一件毛衣、中间画了一个头
发竖着的小孩、右侧画了两个钩并解释说：“因为我和牛牛
都试过了、都成功了，所以画上两个钩。”从孩子的记录与
表达中不难看出，孩子已经有了建立科学记录的意识，验证
的活动可以深入地开展下去。

六、交流与讨论——“我们的发现”：最后，将孩子们的猜
想和实验验证的记录都展示到了主题墙上，孩子们可以查看
自己或同伴的记录，重温实验经历或找寻不一样的实验方法，
形成了互相学习的好氛围。

不过，活动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待于在以后的活
动中注意改进：

1、没有及时为孩子们创设交流讨论的条件。“做中学”科学
活动强调科学教育和语言教育的关系，要求儿童在科学活动
中用尽可能多的词语、尽可能准确的语句来表达真实的探究
过程，包括描述、假说、推理、证明、总结和归纳。虽然活
动持续进行的时间比较长，但交流与讨论活动本应该重视起
来并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中，因为孩子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孩
子们之间的交流有利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但又不可能集中
到一个环节完成。其实，从最初的猜想就应该为孩子们创设
主题墙鼓励孩子互相交流、讨论。活动进行的过程中也应一
直重视交流与讨论。因为，交流表达不仅能培养孩子倾听和
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以及合作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深入认识
所探究的问题；讨论则为同伴质疑提供了机会，使孩子们能
得出结论或发现新问题。

2、活动的尾声阶段，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记录，没有及时组织
小组间进行分享活动并设计一张集体记录表。如果每个孩子
拿着自己的记录表把自己所用的材料以及实验结果与其他幼
儿分享后将其记录在集体记录表中，就同时为延续实验和验



证活动打下了基础。

3、活动开展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家长的作用。有的家长已经
对活动表示出有兴趣，如含含的爸爸提出穿脱毛衣有静电产
生的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这时，应充分调动家长参与的积
极性，不仅能带动孩子们，而且家长会更积极地帮孩子提供
更加丰富的实验材料并和孩子一起探索下去、共同体验科学
探索的快乐。同时，也有利于家长更理解老师预设这个活动
的目的、理解孩子们积极探索的原因，有利于以后工作的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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