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吸作用教学反思 我们的呼吸教
学反思(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呼吸作用教学反思篇一

今天五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了我们的呼吸这一节。在我们共
同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需要在以后的教学
过程中加以注意。

1.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学生的活动的过程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能够很好的指导学习进行学习。在本次课的学习中，
我的主导作用不是十分的明显，似乎一直指导学生进行做题，
而不是真正的自主学习。因此我想在教学中，一定要指导学
习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

2.学生的主体地位需要学生进一步的进行理解和掌握。在指
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小组合作，代表讲解的过程中，学生
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掌握自己的地位，而是习惯性沉浸在常规
的教学之中。因此学生需要理解课堂是自己的，是展示自己
的舞台，鼓励学生积极的在课堂上展示自己。

第一我认为学生的预习不是非常的充分或者是许多的学生没
有进行预习，许多的的学生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才看书。第二，
我的预习设计有些不大合理。在预习设计之中，设计的问题
太过简单和笼统，没有方法检查学生是否真正的进行有效的
预习。预习的有效性是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学习，自我展示
的的基础。第三没有给予不活跃学生的进行展示的机会。



范文本课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呼吸器官，
了解呼吸的过程；二是通过比较呼出和吸入气体的不同，培
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课的课......

14篇作为一位到岗不久的教师，教学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写
教学反思能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很多讲课技巧，写教学反思需
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我们的呼吸教......

呼吸作用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教师以生物课程标准理念为教学的指导，遵循初中学
生认知规律，重视学生的生活经验，充分利用多媒体、实物
等教学手段组织教学。教法具有多样性，在学生讨论、观察
后，及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使教学气氛围轻松活泼，学生
能够在良好的状态下自主积极地学习，提高了学习兴趣。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启发引导学生自己探索知识过程中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本节课中，主要通过让学生参与设计探究实验，充分调动
学生的感官和思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掌握学习知
识的方法，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课堂是学生的课堂，学生在课堂上自主获取生物科学知识，
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形成科学态度和价值观。教师应是课堂
教学的组织者，提供机会让学生亲自尝试设计实验；教师也
是学生的引导者，引导学生积极探索科学知识。我设计这种
课堂形式，期望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探究中求知，在操作
中学习，利用学生经验与老师指导共同完成学习。

呼吸作用教学反思篇三

《我们在呼吸》教学反思这节课不足：

本节课第二环节体验呼吸运动与呼吸的关系，在测量学生平



静时的呼吸次数时用的时间太短，不能够准确的测出学生一
分钟的`呼吸次数，同时测量时应向学生多次强调正确的呼吸
测量方法。在测量运动时呼吸次数时，在选人和运动时间上
出现了小失误，不应该选体型较大或体重较重的孩子，同时
运动的时间将保持在一分钟左右，这样学生呼吸的变化情况
会更加明显。

在第三环节探究吸进与呼出时，可以分情况设计教学：

如果学生较多时可以多设计几组实验操作，多让几组学生代
表上台做演示实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如果学生班额较少时，可以设计为学生分
组实验，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更方
便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

优点：整节课学生都能随着我的思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上
课学生积极回答问题，整节课的课堂气氛都比较活跃，大家
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呼吸作用教学反思篇四

本堂课我觉得成功环节有两个：

一是我的教学设计主线以地窖和花窖杀人案为导入，然后学
生猜测，自学（找疑点），合作学习（找证据），实验（验
证证据），得出结论（结案）应用并进行情感教育。也就是
杀人案---找疑点---找证据---验证证据---结案---应用。

二是第一个实验《绿色植物呼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是相当
的成功，学生直观感觉，看得见摸得着。通过两个袋子中的
气体分别通入澄清的石灰水，一个变浑，一个不变，由此学
生猜测两个黑色袋子哪个是新鲜蔬菜，那个是被烫过的'蔬菜，
很准确，并说出了原因。效果很好。



第二个实验《绿色植物呼吸消耗氧气》学生对实验现象说得
很准确，但分析原因说的正好相反，但经过其他学生的解释
说明，同学们在争论中把问题解决了。

三视频《绿色植物的呼吸作用》播放恰到好处，正好总结出
本节课呼吸作用概念、呼吸作用公式、呼吸作用意义。再由
学生总结本课，思路清晰，记忆效率高。

本节也有不足之处：

第一第一个实验通石灰水应该选用两个小三角瓶，分别通入
在对比，而我只用了一个。第二第二个实验然学生来操作会
更好。

以后克服课堂中的不足，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让
生物课堂更生动，更加贴近生活，让每个学生每节都有收获。

呼吸作用教学反思篇五

《我们在呼吸》教学反思这节课不足：

本节课第二环节体验呼吸运动与呼吸的关系，在测量学生平
静时的呼吸次数时用的时间太短，不能够准确的测出学生一
分钟的呼吸次数，同时测量时应向学生多次强调正确的呼吸
测量方法。在测量运动时呼吸次数时，在选人和运动时间上
出现了小失误，不应该选体型较大或体重较重的孩子，同时
运动的时间将保持在一分钟左右，这样学生呼吸的变化情况
会更加明显。

在第三环节探究吸进与呼出时，可以分情况设计教学：

如果学生较多时可以多设计几组实验操作，多让几组学生代
表上台做演示实验，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从而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如果学生班额较少时，可以设计为学生分



组实验，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更方
便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同时也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

优点：整节课学生都能随着我的`思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上
课学生积极回答问题，整节课的课堂气氛都比较活跃，大家
都积极的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