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溶解度教学反思 水能溶解一些物质
教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溶解度教学反思篇一

《水能溶解一些物质》是四年级科学上册第二单元的第一课，
这一单元要学习的内容都是和溶解相关联的知识。也是学生
们最喜欢的实验课。上午上完第一个班级的课后，让我有一
些感触和反思。

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实验，分析食盐，面粉，沙子等物
质在水里的状态，来揭示什么是溶解。这节课的优缺点有以
下几点，我进行了总结。

优点：

1、学生的纪律要照之前的实验课有所进步，因为在上课的时
候，我就告诉了今后的每节实验课，都要选表现特别好的小
组粘贴小星星，到荣誉墙上。然后累计给予奖励。

2、学生们的状态特别好，做实验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件非常开
心的事情，动手操作带来的快乐远比枯燥的知识更吸引人。
所以兴趣特别高。

3、填写实验记录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以往学
生经常会问我，这怎么填，那怎么填，而这节课，学生们都
是边看现象边自己填写，在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我在下面巡
视，发现写的都很认真。都是小组自己独立完成，在写的时
候，组员也帮助记录员一起分析。这与我的放手也有关系，



这节课上课时候，我就说，报告单下课之前必须交上来，而
且内容要填满。以前总是怕学生填错，或是时间不够用，留
到最后填写，造成报告单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现在发现，
及时填错了，这不正是一种反馈嘛？发现错误，才能及时纠
正。再者，最后，汇报实验现象的时候，学生也能及时改正。

缺点：

1、即使这节课颁布了奖励制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不遵守
纪律，不能按照实验要求进行操作，还有当老师喊停的.时候，
置若罔闻。在上实验课的时候，特别考察学生的自律性。如
果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不遵守制度，不但影响课堂，也会导
致实验失败。

2、这节课的第二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时间的分配，上实验
课，最大的感触就是时间不够用。从准备，到操作，再到交
流，汇报，记录。并且有的实验课真的很满，一堂课要做好
几个小实验，一堂课下来，确实是很充实的结束，有时甚至
完不成。没有实验员帮助准备实验用品，这就更需要把时间
合理分配。

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实验课，要加以改正，力
求更好。

溶解度教学反思篇二

布莱希特说过：“思考是人类最大的乐趣。”每次看到这句
话，我都没有多大的感触，但这次在教完四年级四个班《水
能溶解一些物质》这课后，再来咀嚼这句话，觉得非常有道
理。根据课表的安排，本节课分别是在周三、周四和周五上，
因此我每上完一堂课，都有充分的时间修改和完善教学设计，
将其运用于接下来的教学中。

在修改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我不单单认识了多思和善思的重



要性，同时总结了以下几点。

本节课的教材呈现了三个活动：（1）食盐在水中溶解了；
（2）面粉在水中溶解了吗；（3）过滤实验。首先，观察、
记录物质的溶解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其次，过滤是学生首
次接触的实验，在学生操作前肯定要进行细致的讲解和演示，
因此若按照教材的顺序进行教学，不可能在35分中内完成如
此大的课堂容量。

于是，我将教材中的前两个活动合二为一，将三个活动变为
两个：（1）食盐、沙、面粉溶解了吗（2）过滤实验。将食
盐、沙和面粉放入烧杯的实验一起展开、一起汇报，在保证
实验效果的同时，大大节约了课堂的时间。

过滤实验的操作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溶解本质的理解，因此
我对过滤的讲解内容准备的非常充分。但在第一个班级进行
实验演示时，有一个坐在后面的同学提出“看不清”的问题，
比如：玻璃棒指向三层滤纸的那边、漏斗下端要靠着烧杯内
壁等等注意事项，学生只能听，而看不清楚。

于是，我在接下来3个班级的教学中，引入了视频，通过视频
演示滤纸的折法以及过滤的操作。因为视频播放，录制的时
候镜头可以拉近，所以学生十分清晰地看到了滤过的整个过
程。

我们不能死板地认为只有教师演示的实验才是最真实的，必
要的时候用视频代替，有时候会有更好的效果。

判断物质是否溶解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观察颗粒。
对于面粉，许多学生在搅拌后看到其分散在水中，就会误认
为是溶解了；但面粉不像沙，要观察到其沉在杯底，静置的
时间需要很久。

因此，我在课前不单单要准备好过滤装置、烧杯、沙、食盐、



面粉和玻璃棒，还要准备静置好后的面粉与水的混合液，在
汇报面粉是否溶解时适时展示，利于学生观察面粉在水中的
状态是更接近于食盐还是更接近沙。

布瓦罗说过：“你们要学习思考，然后再来写作。”写文章
如此，教学其实也一样，多多思考能促进我们的成长，就如
洛克威尔的见解：真知灼见，首先来自多思善疑！

溶解度教学反思篇三

在决定上《水能溶解一些物质》这节课时，由于时间比较的
仓促，我只能准备了两天，而且教具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到
位。教学环节上面的设计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是我反思
后吸取到的经验教训。

和很多老师一样我采用的导入方式是比较直接的，采用谈话
的方式，询问学生你们知道什么是溶解么？学生会把他所知
道的溶解告诉我，这可以让我明白学生的知识贮备，因为我
选择的是四年级的课在三年级上。乐观的是这节课是四上第
二单元第一节课，不太需要给学生做过多的课前知识讲解。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首先面对三年级的学生态度不够
亲切，和学生的互动比较的生硬、死板。在做食盐和沙子放
入水中溶解实验时，虽然有让学生观察放入水前食盐、沙子
的样子，但是在学生具体动手实验时，学生普遍没有听清楚
实验的要求之一，还需要有组员记录我们的实验记录单，而
且四人小组学生分工存在问题，团队协作能力不强。虽在活
跃的氛围下，实验的完成效率其实不高。我在上课之前没有
完全把握住三年级学生这个群体的思维习惯以及动手能力。
我其实可以在实验开始之前做更加具体详细的介绍和要求。

在观摩了其他老师的课，我发现自己的活动记录单存在不足
之处，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图画和文字相结合，使学生对溶解
有一个更加生活化的理解。我在诱导学生思考的`时候没有掌
握学生的思维方式。致使学生很难总结出溶解过程中的现象



说明。

对于课堂氛围，我觉得这节课中学生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
积极性很高。但存在个别组学生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实验仪器
上面。对于我的课堂置之不理。在学生动手实验过后的总结
环节，个人觉得时间不是特别充裕，使学生相互交流不够。
没有完全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最后我在这节课的末尾总结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溶解：溶
质在水中变成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均匀分布在水中，并不能
用过滤的方法分离。溶解的概念并不是在本单元的起始课就
要完全构建好的，例如“均匀分布”这一概念在本课的教学
中就不需学生理解和掌握。

对于这节课，我觉得自己没有上好，存在不少的问题。通过
学习其他老师上课的教学设计，课堂把控，我觉得受益匪浅！

溶解度教学反思篇四

在决定上《水能溶解一些物质》这节课时，由于时间比较的
仓促，我只能准备了两天，而且教具的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到
位。教学环节上面的设计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是我反思
后吸取到的经验教训。

和很多老师一样我采用的导入方式是比较直接的，采用谈话
的方式，询问学生你们知道什么是溶解么?学生会把他所知道
的溶解告诉我，这可以让我明白学生的知识贮备，因为我选
择的是四年级的课在三年级上。乐观的是这节课是四上第二
单元第一节课，不太需要给学生做过多的课前知识讲解。在
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首先面对三年级的学生态度不够亲
切，和学生的互动比较的生硬、死板。在做食盐和沙子放入
水中溶解实验时，虽然有让学生观察放入水前食盐、沙子的
样子，但是在学生具体动手实验时，学生普遍没有听清楚实
验的要求之一，还需要有组员记录我们的实验记录单，而且



四人小组学生分工存在问题，团队协作能力不强。虽在活跃
的氛围下，实验的完成效率其实不高。我在上课之前没有完
全把握住三年级学生这个群体的思维习惯以及动手能力。我
其实可以在实验开始之前做更加具体详细的介绍和要求。

在观摩了其他老师的课，我发现自己的活动记录单存在不足
之处，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图画和文字相结合，使学生对溶解
有一个更加生活化的理解。我在诱导学生思考的时候没有掌
握学生的思维方式。致使学生很难总结出溶解过程中的现象
说明。

对于课堂氛围，我觉得这节课中学生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
积极性很高。但存在个别组学生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实验仪器
上面。对于我的课堂置之不理。在学生动手实验过后的总结
环节，个人觉得时间不是特别充裕，使学生相互交流不够。
没有完全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最后我在这节课的末尾总结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溶解：溶
质在水中变成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均匀分布在水中，并不能
用过滤的方法分离。溶解的概念并不是在本单元的起始课就
要完全构建好的，例如“均匀分布”这一概念在本课的教学
中就不需学生理解和掌握。

对于这节课，我觉得自己没有上好，存在不少的问题。通过
学习其他老师上课的教学设计，课堂把控，我觉得受益匪浅!

溶解度教学反思篇五

当学生分别把食盐和沙放入水中并搅拌后逐渐发现，食盐缓
缓消失，在水中无影无踪，而沙则没有，缓缓的沉到杯底。

由这两个观察实验，学生可以初步的区分溶解与不溶解的区
别，溶解就是完全消失，不溶解就是没有消失不见。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本实验和沙水混合实验有什么区分呢？

把面粉与水的混合物放到阳光下，会发现水不在是清澈的，
在水中有了不少的悬浮物，这些悬浮物既没有消失，也没有
沉淀，它们会溶解吗？这类没有明显溶解现象，也没有明显
沉淀现象的物体我们如何让学生知道，这不是溶解，它的水
合物也不是溶液？此时，教材上安排的过滤实验的作用就体
现出来，通过过滤，学生们发现在近似溶液的液体中可以过
滤出大量的不溶解物体，这些物体在水中，我们的肉眼难以
发现，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存在，而是存在的，正是这些物
体的存在，使得面粉与水不是溶液而是混合物。

由此，学生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了判定是否是溶液的又一
标准，能否用过滤的方法将液体与物质分离，如果可以则不
是溶液，如果不可以，则是溶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