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 磁力的大
小会变化吗教学反思(汇总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
的教案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一

《磁力大小会变化吗》本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明确磁铁在
两种组合方式下，磁力大小发生变化的一些规律。使学生经
历提出问题，猜测，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分析数据，得到结
论的过程。让学生通过实验得到结论，本课在环节设计方面
主要分成四个步骤：

猜测一块环形磁铁的磁力有多大，用什么方法来测量？学生
会想到利用以前用过的吸回形针的方法来测量。

在演示过一块磁铁磁力大小的测量之后，教师提出：如果在
一块磁铁上吸上另一块磁铁，磁铁的磁力大小会变化吗？并
且讨论磁力会怎样变化？如果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一
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纷纷作出猜测，有说变大的，也有说
变小的，还有说成倍扩大的，先不否定，我顺势让他们说出
自己的猜测原因，为探究做好铺垫。两块磁铁会有怎样的组
合方式，环形磁铁的两极在哪里？让学生思考。这一部分要
培养学生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选择实验方案的时
候越全面越好，这两种情况分开来做。每组先猜测并填写相
互吸引（或相互排斥时）时，不同磁铁块数吸引回形针的多
少。

我把实验分层进行，先测量一块及两块磁铁相吸后的磁力大
小。学生先进行浅层次的实验，很快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他



们知道了两块磁铁相吸磁力大小会变化。他们更想知道再多
吸一块或两块磁铁后，磁力大小会怎样变化呢？然后我马上
让他们猜测，很多学生都认为增加一块磁铁，磁力也会增加
一倍。而当他们再动手充分去实验、去探究时才发现，他们
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多个磁铁相吸，它们的磁力大小能增
大，但并不是成倍的增大的。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孩子
们去观察变化趋势。实验時要特别关注选择了相斥方案的小
组，并给予一定的帮助。最后得出结论，环形磁铁同极相互
排斥，把它们强行结合在一起，磁铁磁力会减小。

这里设计了一个小比赛：每组四块磁铁，用不同的方法组合，
想办法吸更多的回形针，哪组吸的多，哪组就获胜。目的是
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于磁铁组合方式影响磁力变化的结论的
理解。最后还有一个条形磁铁的不同组合方式对磁力变化的
影响，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激发学生课下研究的兴趣。在
这节课中，我忽视了引导学生们对于实验结果和猜测进行比
较，只有认真比较，才能让学生深刻体会科学实验的价值，
从猜测与实验数据的差别上得出科学的结论。

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二

《磁力大小会变化吗》三下册第四单元的第五课，本课在学
生对磁铁的性质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学生在观察了一
些磁铁后会发现磁铁的磁力有的大有的小，会猜想把两个磁
铁吸在一起磁力会不会更大一点呢？本课就是想让学生经历
一个提出问题——作出猜测——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分析
数据得出结论的过程。

对于三年级的学生，科学实验探究刚刚开始，所以在教学中
如何给学生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的科学实验操作和严谨的科学
实验态度，显得比较重要。本课教学呈现几个特点：

一、“磁力大小比较”：激趣实验，引导操作。



我先激趣导入，通过一个钓鱼的游戏，让学生感受到增强磁
铁后磁力会发生变化的现象。这样的游戏既让学生感到兴趣，
又为下文的探究思考做好铺垫。然后马上抛出今天要研究的
问题“那么我们再吸一个磁铁上去呢，磁力大小会变化吗？
如果磁力大小会变化，是变大还是变小呢？”一石激起千层
浪，孩子们纷纷作出自己的.猜测，有说变大的，也有说变小
的，我顺势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猜测原因，为探究实验做好铺
垫。

二、“实验比较磁力的大小”：实验分层，充分探究

在这个环节中，我在原先书本的安排下，做了调整，将实验
分层，先测量1块及2块磁铁相吸后的磁力大小，然后抓住时
机让学生进行猜测，再测量3块、4块磁铁相吸后的磁力。学
生先进行浅层次的实验，并且很快地激发了他们的兴趣，他
们知道了两块磁铁相吸磁力大小会变化。他们更想知道再多
吸一块或者两块磁铁后，磁力大小会怎样变化呢？然后我马
上让他们猜测，很多学生都认为增加一块磁铁，磁力也会增
加一倍。而当他们再动手充分去实验、去探究时才发现，他
们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多个磁铁相吸，它们的磁力大小能
增大，但并不是成倍的增大的，使得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严谨
实验的重要性，对他们养成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实验态度，
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但整堂课上下来，感觉课上得还是比较平实的，没有特别出
彩的地方，在设计上还应该多下功夫，力求新颖。同时自己
的语速较快，语气有点生硬，让学生感受课堂节奏太快了。
这一点今后还需改正。

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三

复习完物态变化这一节后，我对这一节的复习有以下几点反
思。



1、对物态变化这一章的概念，如熔化，凝固，升华，凝华，
汽化和液化等概念模糊不清。在考试中仍大面积出现把熔化
和升华混淆等。

2、不能用所学的知识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如在这张试卷的
实验题中，其实考的就是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如果单纯的
问：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有哪些？大部分学生都能回答出来。
但是，结合实际生活中的例子：蔬菜和水果水分蒸发的快慢，
他们就无所适从。

3、对于温度计的读数也不太熟练。零下22度往往看成22度。
最后一题是关于温度计的计算，全班只有少数同学答对，可
见我在上温度计这节新课时，讲的过于简单。没有进行深入
的训练。这个毛病有待在以后的课上改正。

4、探究实验仍是弱点。这就需要在以后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
探究实验题的`强化训练。此外，更需要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
加强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应该多做一些探究性实验
和对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性。

《磁力的大小会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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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篇四

组长给我们定了三下最后一个单元中的一课《磁力的大小会
变化吗》，我们组内三个人同上这节课。

拿到教学内容后，我首先思考这节课的定位，我想这是三年
级的学生，也是刚接触科学，对于科学实验探究更是刚刚开
始学习，所以这个阶段应该是在老师的“扶持”之下的学习。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教学设计中我比较详细地指导学生如
何科学、公平的比较磁力大小的变化，课堂上化了很充分的
时间，让学生思考，让学生去发现如何做会使实验更公平。
在这个不断挖掘，不断深入，然后不断清晰明确的引导过程
中，使学生明白科学实验要科学、要规范，明白科学活动的
特点。从起始阶段树立起严谨的实验态度。

从实际的课堂上反映，这样的设计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积极地
思考，同学们的发言也很精彩，但过于严谨也带来了拘谨，
一部分学生也只能做个听众。但我想这只是开始，有了这一
次的思索，积累了方法，以后遇到类似的实验，学生就会想
到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使实验更加地科学，合理。我想这
样的指导是有必要的，因为反思我们的课堂，我们会发现给
予孩子思考的时间显得少了些，学生真正意义上是学习的.主
体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时常会抱怨为什么孩子
总不动脑筋，同一个问题变一变就不会了，讲过的题做到作
业本又做错了……我想关键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去认真思考的
时间太少了，他们学得很浮燥。

科学课堂上要给孩子们什么呢？要给予孩子思考的习惯。我
们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动脑筋。科学课更是如此，实验活
动前，我们首先要让孩子们想想要怎么去做，怎样做才能保
证实验的公平，正确。有了认真地思考后，再去做实验，学



生就做到心中有数，就会控制影响实验正确性的其他因素，
就会使实验的科学性提高。要给予孩子学习科学的兴趣。兴
趣是孩子们学习的原动力，想想如果一节课上孩子们学得津
津有味，意犹未尽，那么不但是课堂上他们的学习效率会大
大提高，甚至于课外孩子们也会利用课堂上所学，再去探索，
自主研究。

要给予孩子怎样学习的指导，学习学习，学了之后干什么？
我想学了之后，学生能内化成自己的能力，去学习新的东西。
这节课中我结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以小课题研究培养学生
科学探究能力》这个课题，在课内给予孩子详细地指导如何
比较磁铁大小的变化，在课内学会实验前怎样思考注意点，
怎样做这个实验，怎样分析得到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再提出
课外小课题：把两块相斥的磁铁强行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磁
力大小又会怎样变化呢？这是课内的延伸，有了课内相吸的
两块磁铁结合在一起，磁力大小会增大的实验结论后，学生
自然也很想知道相斥的是怎样，这既是学生自身的需求，也
是让学生进一步利用课堂上掌握的技能进行课外探索的好题
材，还是检验学生课堂学习的好办法。

小学科学课注重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我带着几分激动，也带着一种平实走上了科学讲台，与孩子
们共同经历了提出问题，猜测，测量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得出结论的探究过程。我带着几分憧憬，与孩子们分享着科
学研究的快乐。

在课堂设计的一些细节上工力还不够，心里还没有达到从容
的境界。对科学学科的研究还需要往细、往深、往远发展。
自身的语言修养、课堂应变能力、教学机智等很多方面都还
需要向更高一点的目标努力。

我们的科学课是快乐的，是充满挑战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去
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科学课。更多地给予孩子自主发展的



舞台。

通过这次赛课，我重新认识着科学学科，重新认识着自己。
痛苦的成长过后，心里的沉淀厚重了一些、坦然了一些。

会变化的影子教案反思篇五

拿到教学内容后，我首先思考这节课的定位，我想这是三年
级的学生，也是刚接触科学，对于科学实验探究更是刚刚开
始学习，所以这个阶段应该是在老师的“扶持”之下的学习。
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教学设计中我比较详细地指导学生如
何科学、公平的比较磁力大小的变化，课堂上化了很充分的
时间，让学生思考，让学生去发现如何做会使实验更公平。
在这个不断挖掘，不断深入，然后不断清晰明确的引导过程
中，使学生明白科学实验要科学、要规范，明白科学活动的
特点。从起始阶段树立起严谨的实验态度。

从实际的课堂上反映，这样的设计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积极地
思考，同学们的发言也很精彩，但过于严谨也带来了拘谨，
一部分学生也只能做个听众。但我想这只是开始，有了这一
次的思索，积累了方法，以后遇到类似的实验，学生就会想
到该从哪些方面去思考，使实验更加地科学，合理。我想这
样的指导是有必要的，因为反思我们的课堂，我们会发现给
予孩子思考的时间显得少了些，学生真正意义上是学习的主
体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时常会抱怨为什么孩子
总不动脑筋，同一个问题变一变就不会了，讲过的.题做到作
业本又做错了……我想关键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去认真思考的
时间太少了，他们学得很浮燥。

科学课堂上要给孩子们什么呢？要给予孩子思考的习惯。我
们说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动脑筋。科学课更是如此，实验活
动前，我们首先要让孩子们想想要怎么去做，怎样做才能保
证实验的公平，正确。有了认真地思考后，再去做实验，学
生就做到心中有数，就会控制影响实验正确性的其他因素，



就会使实验的科学性提高。要给予孩子学习科学的兴趣。兴
趣是孩子们学习的原动力，想想如果一节课上孩子们学得津
津有味，意犹未尽，那么不但是课堂上他们的学习效率会大
大提高，甚至于课外孩子们也会利用课堂上所学，再去探索，
自主研究。

要给予孩子怎样学习的指导，学习学习，学了之后干什么？
我想学了之后，学生能内化成自己的能力，去学习新的东西。
这节课中我结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以小课题研究培养学生
科学探究能力》这个课题，在课内给予孩子详细地指导如何
比较磁铁大小的变化，在课内学会实验前怎样思考注意点，
怎样做这个实验，怎样分析得到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再提出
课外小课题：把两块相斥的磁铁强行结合在一起，它们的磁
力大小又会怎样变化呢？这是课内的延伸，有了课内相吸的
两块磁铁结合在一起，磁力大小会增大的实验结论后，学生
自然也很想知道相斥的是怎样，这既是学生自身的需求，也
是让学生进一步利用课堂上掌握的技能进行课外探索的好题
材，还是检验学生课堂学习的好办法。

我带着几分激动，也带着一种平实走上了科学讲台，与孩子
们共同经历了提出问题，猜测，测量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得出结论的探究过程。我带着几分憧憬，与孩子们分享着科
学研究的快乐。

在课堂设计的一些细节上工力还不够，心里还没有达到从容
的境界。对科学学科的研究还需要往细、往深、往远发展。
自身的.语言修养、课堂应变能力、教学机智等很多方面都还
需要向更高一点的目标努力。

我们的科学课是快乐的，是充满挑战的。我们应该更多地去
了解学生需要什么样的科学课。更多地给予孩子自主发展的
舞台。

通过这次赛课，我重新认识着科学学科，重新认识着自己。



痛苦的成长过后，心里的沉淀厚重了一些、坦然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