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 测量
教学反思(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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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一

1、学会用停表和刻度尺正确地测量时间、距离，并求出平均
速度。

2、加深对平均速度的理解。

会用停表和刻度尺测量运动物体的平均速度。教学难点：记
时，绘制表格。

秒表、长卷尺。

一、引入新课

根据公式我们需要知道的物理量是物体运动过程中走过的路
程和所用的时间。路程可以用尺子测量，时间可以用表来测
量。今天我们就用表和尺子来亲自动手测量平均速度。

二、新课学习

探究点测量平均速度

（一）实验原理

1、测量刘翔110m栏的平均速度的实验原理是什么？



2、实验中需要用到哪些测量工具？

学生根据所学知识汇报实验原理。结合实验原理汇报实验中
所需要的两种测量工具。

（二）设计实验

1、你能否结合实验桌上的器材，设计一个实验来测量小车运
动的平均速度？

2、实验的过程中，斜面的坡度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
什么？

3、金属片在实验中有什么作用？如何能使测量的时间更准确？
学生结合实验桌上的实验器材，交流讨论实验步骤。思考并
讨论斜面坡度对实验所带来的影响。思考并讨论金属片的作
用，明确为了使测量结果更准确，应在正式试验前练习测量
几次。

（三）进行实验

1、使斜面保持较小的坡度，把小车放在斜面顶端，金属片放
在斜面底端，测出小车将要通过的路程s1、s2，填在表格内。

2、测量小车从斜面顶端滑下并撞到金属片的时间t1、t2，填在
表格内。

小组分组实验1、组织学生动手实验，指出实验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并巡回指导。

2、注意事项：测量小车沿斜面下滑的平均速度时，要使斜面
保持较小的坡度，主要是为了便于测量小车运动的`时间。

3、选两个优秀小组展示汇报。



学生在正式测量前，练习使用停表测量小车运动的时间。然
后学生分组实验，并将测量的数据记录在表格内。最后展示
汇报实验过程。

（四）分析论证

做变速直线运动的小车在不同路程内的平均速度一般不同。

1、组织学生计算小车在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

2、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实验结论。

学生计算小车在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然后分组交流讨论，
并归纳出做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不同阶段内的平均速度关
系。

（五）交流与评估

1、实验设计有没有不合理、不充分以及不完善之处吗？

2、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失误？你们是如何解决的？有哪些
值得别

人借鉴的经验？

3、测量结果是否可靠？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

学生分组进行交流评估，提出各小组在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总结宝贵经验，分析实验误差。

三、板书设计

第4节测量平均速度

一、实验目的：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



二、实验原理：v=s/t

三、实验器材：轨道斜面、玻璃球、垫块、刻度尺、停表、
挡板。

四、实验步骤：

五、收集数据的表格：

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二

知识与技能：

1、学会用停表和刻度尺正确地测量时间、距离，并求出平均
速度。

2、加深对平均速度的理解。

教学重点：

会用停表和刻度尺测量运动物体的平均速度。教学难点：记
时，绘制表格。

教具准备：

秒表、长卷尺。

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根据公式我们需要知道的物理量是物体运动过程中走过的路
程和所用的时间。路程可以用尺子测量，时间可以用表来测
量。今天我们就用表和尺子来亲自动手测量平均速度。



二、新课学习

探究点测量平均速度

（一）实验原理

1、测量刘翔110m栏的平均速度的实验原理是什么？

2、实验中需要用到哪些测量工具？

学生根据所学知识汇报实验原理。结合实验原理汇报实验中
所需要的两种测量工具。

（二）设计实验

1、你能否结合实验桌上的器材，设计一个实验来测量小车运
动的平均速度？

2、实验的过程中，斜面的坡度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
什么？

3、金属片在实验中有什么作用？如何能使测量的时间更准确？
学生结合实验桌上的实验器材，交流讨论实验步骤。思考并
讨论斜面坡度对实验所带来的影响。思考并讨论金属片的作
用，明确为了使测量结果更准确，应在正式试验前练习测量
几次。

（三）进行实验

1、使斜面保持较小的坡度，把小车放在斜面顶端，金属片放
在斜面底端，测出小车将要通过的路程s1、s2，填在表格内。

2、测量小车从斜面顶端滑下并撞到金属片的时间t1、t2，填在
表格内。



小组分组实验1、组织学生动手实验，指出实验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并巡回指导。

2、注意事项：测量小车沿斜面下滑的平均速度时，要使斜面
保持较小的坡度，主要是为了便于测量小车运动的时间。

3、选两个优秀小组展示汇报。

学生在正式测量前，练习使用停表测量小车运动的时间。然
后学生分组实验，并将测量的数据记录在表格内。最后展示
汇报实验过程。

（四）分析论证

做变速直线运动的小车在不同路程内的平均速度一般不同。

1、组织学生计算小车在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

2、引导学生分析归纳实验结论。

学生计算小车在不同阶段的平均速度。然后分组交流讨论，
并归纳出做变速直线运动的物体在不同阶段内的平均速度关
系。

（五）交流与评估

1、实验设计有没有不合理、不充分以及不完善之处吗？

2、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失误？你们是如何解决的？有哪些
值得别

人借鉴的经验？

3、测量结果是否可靠？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



学生分组进行交流评估，提出各小组在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总结宝贵经验，分析实验误差。

教学反思：

三、板书设计

第4节测量平均速度

一、实验目的：测量物体运动的平均速度

二、实验原理：v=s/t

三、实验器材：轨道斜面、玻璃球、垫块、刻度尺、停表、
挡板。

四、实验步骤：

五、收集数据的表格：

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三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依照制作测量纸带的
步骤进行制作，并利用测量纸带测量一些物体的周长。

课堂开始我让孩子们回顾上一节课我们用的什么标准物进行
测量的，进而问在家里测量的沙发长度是多少，一下子打开
了孩子们的'话匣子，然后我又问，如果测量家里的小桶，小
方块怎么测量呢？谁有更好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一出来，大
部分孩子还是说来摆小方块或者粘在一起之类的，时间过去
三分钟了还没有孩子说出画小方块做纸带，然后我就直接说
让看微课视频，老师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感觉不是太好，
有点突兀，但是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处理方式。



接下来就是让孩子们动手操作的环节，孩子们做的都很认真，
都很投入，只不过花的时间很长，在规定的时间内，只有一
小半的同学做成了我们的纸带，所以我要求剩余没有做好的
孩子在回家之后接着做，然后在家里测量家里的沙发的长度
和床的长度，来感受纸带与小立方体测量时的方便程度。

在下一个班级上课之前先让他们预习这节课的内容，并把活
动手册最后一页纸按虚线剪好，所以课堂的引入问题，基本
上孩子是可以说出用小方块做纸带来测量，后面的操作环节
也节省了时间，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来用纸带测量小桶的周长。

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篇四

本课教学中，我能够把握住本课的重难点：认识气温计和对
数据进行绘图分析上。在引入环节，通过收集提问的方式培
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完成单元探究目标。在认识气温计
的过程中，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让学生通过发现式的'主
动学习，而不是被动听讲，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学生
在观察时的注意力也有明显提升。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因为
是三年级学生第一次绘图，所以花了大量时间，一步步地教
学生绘制柱状图，踏踏实实地做好基本功，为学生未来的发
展打好基础。

本课教学中，教师能够准确的把握住学生的学情，在充分了
解学生已知的部分后，在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发现的基础上，
积极寻求新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了学生
自我探究的能力。同时，本课时是小学科学阶段第一次出现
数据记录表、数据分析图，教师极具耐心的为第一次尝试的
学生给足时间，做足功夫，强化了数据记录、数据处理、数
据分析几个非常重要的学生能力，从多角度鼓励学生分析、
辨别几种数据处理的方式，极大的为之后的有关数据的处理
打下良好基础。



温度的测量教学反思与改进篇五

第一单元《测量》是孩子们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因为大量知
识于孩子们的亲生体验，于他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很多孩子
都觉得数学很有趣，很好玩。这几节课看起来学生似乎一直
都在玩，量课本、铅笔盒，用尺量自己身体上的数据如步长，
量教室的长度、门高，还有大量的`估测、观察等活动，学生
在玩中学，学中玩。

其次为学生准备。如在讲测量的方法时，我先讲具体的操作
步骤，一对齐，二读数，三写单位，并且边讲边演示，始终
有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对齐，然后我就把这三步骤
制成，用演示，一对齐，指被测量物体边沿与尺子有刻度边
沿对齐，0刻度与被测量物体边沿起点对齐，二读数，指读出
刻度线代表的数，三在数字后写单位，学生看跟一起做，这
个难题得到较好地解决。

最难的是单位换算，因为学生要先记住、理解了才能进行换
算，现在学生没有学习100以上数的乘法和除法运算，我先出
示千米1000米10分米10厘米10毫米，让学生先理解相邻两个
单位之间的进率，用进率进行大单位化小单位的换算，后再
讲中间空一个单位的进率，最后讲小单位化成大单位的方法。

虽然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效果还有待提高，哎!难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