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 我们周围
的材料教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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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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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是九年级化学第二单元的复习课，本单元主要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空气和氧气，空气主要复习了它的成分、探究实
验、用途和空气污染。而氧气主要复习了它的性质和制法。
首先是让学生回忆这一单元主要学习了哪些内容，所回忆的
内容进行复习。通过学生回忆所学知识，然后根据学生的回
忆形成一个知识网络进行复习，并配有一定的中考真题。不
管是从教学内容还是习题的选择上，我都考虑了学生的知识
水平。但是整节课下来，还是有很多缺点，现对本节课做出
反思。

首先是学生回忆本单元知识环节，从以往的教学中，我认为
学生对第二单元的知识掌握得还是比较好，可是从本次环节
看出大多数学生对本单元的整体认识不够，而且不愿意去看
书及思考。在此环节浪费了较多的时间，从而导致本单元的
复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环节如果改成先让学生快速
浏览本单元重要知识点然后再请个别学生进行汇报的方式进
行，可能效果较好。因为我们的学生都存在一个特点是学习
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是被动地去学习，不愿意思考问题，
从本环节也能看出我对学情分析不够。其次，也是我一直都
存在的问题，上课都能给学生准备一些习题，也能给时间给
学生思考，但是对学生思考后回答问题的评价力度不够，没
能给学生充分发挥的机会，也没有适当地鼓励学生，这可能
也是学生在课堂上不愿意思考问题及回答问题的主要原因。



再次，由于复习内容较多，虽然本课的重难点都能突破，但
是对于学生本身的难点，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分化。我们学生
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也设计了让学生进行相关化学方程式的书写，但是由于时间
较紧，本环节被省略了。

总之，经过本次公开课，让我对我们学生的学情及我个人都
进行了深刻反思，也让我对我今后的整个复习计划进行了改
变。我希望经过我的努力能让学生在中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二年级上了二单元第二课《不同材料的餐具》，紧连第
一课《我们生活的世界》，学生已经了解到各种材料，并且
了解材料的基本特点，为本节课的学习做了铺垫。

导入部分直接提出问题：上节课学习了哪些材料呢？（塑料、
橡胶、玻璃、木头、陶瓷、金属、纤维）根据孩子们的回答，
板书出本节课讲要学习的四种餐具的材料：塑料、木头、金
属、陶瓷。接着让孩子们了解到，我们每天吃饭用的各种餐
具，也是由这些材料组成的，今天敬老师也将它们带到了课
堂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探究《不同材料的餐具》
（板书）

1:我说你拿

ppt展示游戏规则，以四人小组为单位，进行活动。

拿得又快又准的小组将为小组加上一颗星

在正式探究这些餐具特征前，活动1能再次加深孩子们对这些
不同材料的餐具印象，同时也能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有兴
趣进行后面的活动，维持了课堂纪律。



活动1结束后，提问：在前面学习天气和季节的时候，我们都
研究了它们的特征，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在不同材料的餐具有
哪些特征呢？我们以前都是用哪些方法来探究特征的呢？能
回忆起来嘛？｛孩子们回答可能不够准确，会答出：看他们
的样子，用身体去感受，这时候教师就需要引导孩子们的思
维，再次追问：用什么去看它们的样子呢？（用眼睛），可
以用我们身体哪些部位去感受呢？（用手）｝让孩子们自己
说出：用眼睛去看，用手去摸，用鼻子去闻，用耳朵去听。
还有的孩子会回答出：用嘴去尝一尝，教师就需要在这时候
指出你真棒，能想到用嘴去尝一尝，但是请你再想想今天我
们带的餐具能用小嘴尝一尝嘛？既给了孩子鼓励，又让孩子
们能根据不同情况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再次追问：用眼睛看的是什么？（形状、颜色）鼻子问的是
气味，手摸的是软硬等等，并且板书下来。然后进行活动2，
让孩子们四人小组为单位，进行观察、探究各种材料餐具的
特点，但是提出：先不用耳朵去听，只用前三种方法去研究，
并且做好记录，待会上台汇报。

结束后，回到座位，进行小组汇报，为了让其他孩子没有汇
报的孩子有事可做，于是提出要求：在其他小组汇报时请认
真倾听，并且做好活动手册的记录，如果你有补充，补充正
确就能为你们小组加上一颗星！（在这节课之前，每个班的
活动手册我都是批改过了，并且有了标准，如果完成的好会
有科学之星的印章，凭印章在科代表处加上一颗星，所以孩
子们的每一课的记录作业都会认真完成）所以在汇报的时候
其他孩子都会认真倾听，在自己的手册上做好记录补充，每
次汇报她们都知道了要求：认真倾听，做好记录，进行补充。

汇报时，也把孩子们的回答板书下来，起到了引导示范作用。

首先让孩子们想想怎么来听听这些不同材料餐具发出的声音，
孩子们回答：用手去敲，用铅笔去敲，为了更加科学操作，
我追问：那用铅笔敲究竟是铅笔的声音还是塑料碗的声音呢？



有的孩子们反应特别快，立即说出，那就用两个塑料碗碰撞
发出声音，这时候就要立即为他点赞，并且为小组加上一颗
星。我先按照孩子们回答出的方式让四种材料的餐具发出不
同的声音，并且说要认真听哦，记在脑子里，待会有个比赛
哟，孩子们非常认真倾听。

之后进行活动3听声音，让孩子们背对着我，不能偷看，听听
是哪种餐具发出的声音，并且说说有什么特点（铛铛，叮叮，
清脆，哐哐......）

本节课一共上了9个班，在前面的班级我首先用的是一列小组
一种材料的餐具，结果发现在后面小组讨论汇报的时候，孩
子们对他们没有拿到手的餐具特点不清楚，只是根据别的孩
子说的记了下来，所以我便在准备室多拿了很多不同材料的
餐具，按照四人小组来进行，这样汇报时就会听到很多孩子
们的发言。

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篇三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四册]葡萄沟 作者：权宽浮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杏子，
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九十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
萄成熟了。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
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
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
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
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阴房里制成葡萄干。



阴房修在山坡上，样子很像碉堡，四周留着许多小孔，里面
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
气，把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
鲜，味道甜，非常有名。

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葡萄沟》教学设计

《葡萄沟》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四册中的一篇课文，本文主
要介绍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葡萄沟，那里盛产
水果，尤其是葡萄又多又好，葡萄干也很有名。本课重点围
绕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而展开，使学生通过理解语言文字，
对那里产生喜爱之情。

为了上好这堂课，切实让学生喜欢教材、被教材所感染，尽
量做到使用儿童化的语言，以商量的语气，以平等的身份，
时时走下讲台和孩子们共同学习，一起交流，创造民主、宽
松和谐的课堂氛围。

在游览一番后，让学生自学找找课文的中心句，初步感受葡
萄沟是个好地方。在初步感知后，又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说
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呢? 并让学生充分朗读，感受“好地方”。
围绕总结句“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展开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葡萄沟盛产水果;葡萄沟葡萄多，景色美丽;维吾尔族老乡非
常热情好客;葡萄沟生产的葡萄干色鲜、粒大、味甜，非常有
名。

本文的教学中我着重抓重点句子，引导学生充分朗读。
如:“五月有杏子，七八月有香梨、蜜桃、沙果，到了九十月
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
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
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
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



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
够。”通过朗读，感受葡萄沟水果之多，景色之美，老乡之
好客，从而体会到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另外在文本的赏析中，一个重点段落中的重点词汇“五光十
色”引起了我的注意。如果把握好的话，学生的情感将被充
分调动。“五光十色”除了颜色多，还写出了这些葡萄很有
光泽，甚至可以联想到这些晶莹剔透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
如珍珠般闪闪发光。通过该词的学习孩子们对葡萄的美感受
更深了。

本课的遗憾之处是:

1教学的课时目标不明显，以致目标不能很好达成，文本解析
不够透彻。在本堂课中，老师说的太多，以致学生留给学生
的时间少了一点，在以后教学中，要多留时间给学生，激发
学生的展示热情。

2另外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更加注重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力求
问题设计的简洁。让课堂教学思路能够更加清晰明了，问题
设计更有层次性，和启发性。

3由于设计的不其如其分，还有在讲解课文的时候有拖沓现象，
导致练习题没有按时完成，下次教师应该注意上课的节奏以
及每个环节的时间安排。

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篇四

《穷人》，俄国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改编雨果叙事诗
《可怜的人们》，成就的一篇短篇小说。

全文没有一个“穷”字，我们却在字里行间感受着“穷人真
穷”。尽管如此，他们又是富有的，幸福的。她们关爱邻居，
在西蒙死后，本能的抱回西蒙的两个孤儿，渔夫宁可自



己“熬”，也要抚养两个孤儿。她们爱家，家虽穷，却“温
暖而舒适”。她们爱亲人，桑娜在家补破帆，心里担忧的却
是丈夫的安危，西蒙的死活。渔夫回到家更是关心妻子在家
干什么。西蒙临死，用旧衣服盖住孩子，旧头巾包住孩子的
小脚，怜子之心，苍天可鉴。正是这样的艺术构思，为作品
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和精神的力量。穷人，并不穷！这些可敬
的穷人，虽然是最底层的小人物，但他们在苦难面前的所作
所为，给了我们多么美好的感动，他们的心灵深处，永远闪
烁着钻石般的光芒。反观《穷人》，耐人寻味。

本单元的语文要素是借助环境描写、情节描写，塑造人物品
质。

结合语文要素和《穷人》文本的特点，我的设计思路以情感
为主线，以环境描写、情节中的心理描写、对话描写为支架，
让学生在体会文章情感的基础上，学会表达，也就是小说文
体如何借助环境描写、情节描写塑造人物形象。为了达成目
标，主要设计两大议题：一是体会“穷人真穷”，此环节放
手让学生在文本中的环境描写中、情节描写的细节描写中找
穷人很穷的句子。在此基础上做一交流。最后我总结，穷可
能隐藏在一处环境描写中、一处细节中、一处标点中……；
二是重点理解“穷人不穷”。穷人不穷的理解是本节课的重
点。主要引导学生聚焦环境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来学
习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同时挖掘桑娜、渔夫身上的人性光辉。
以达到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的双线合一。能力迁移部分设计
第一道题是通过学习桑娜家里的环境描写迁移理解西蒙家的
环境描写，对塑造人物起到的作用。第二道题是利用文本留
白，抓住桑娜两次沉默，来让学生写出桑娜此时矛盾、纠结
心理中隐含的善良之心。抓住渔夫的语言描写“熬”，写出
渔夫此时虽然日子过的艰苦，却显示出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
当的心理活动。通过体会、写话学生再一次认识了西蒙身上
母性的光辉，桑娜、渔夫身上善良、仁爱的人性光辉。最后
让学生说出穷人穷的是什么，不穷的是什么。升华主题，水
到渠成。



用沉的材料造船教学反思篇五

土壤

动物

五、随堂练习

（一）用纸巾包住土壤，用手使劲握一握，纸巾（湿）了，
说明土壤里有（水分）。

（二）将硬土块放入水中，会看到有（气泡）从土块中冒出，
说明土壤中含有（空气）。

六、温馨提示

在外出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