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过高或过强的声音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伤害，保护听力就是
要避免我们的耳朵听到过高或过强的声音并控制噪声。

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保护听力的资料，了解我们的听力经常受到哪些伤
害，知道保护听力的做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和在公共场
所保持肃静的习惯。

教学重点: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知道各种控制噪音的方法

二、教学准备:录音准备（噪音和轻音乐）、发音罐、报纸、
毛巾、棉花等



三、激情导入:

1、导入:多媒体大屏幕放一段有情节的和对话的.短片，看后
让学生谈谈对短片的理解，带着声音和音乐再次播放短片，
找学生谈感受。之后放一段优美的钢琴曲，让学生说听后的
感受。

2、屏幕放一段材料关于保护我们自己的听觉器官，找同学谈
感受。

四、远离噪声:

听一段录音，非常吵杂。同学听后谈谈感受给你一种什么感
觉?小组讨论什么是噪声?过强的声音会损害人的听力，如放
鞭炮爆炸所产生的噪声、强烈的汽笛声等对人的损伤很大。

五、控制噪音:

1、过高或过低的声音会影响我们的听力，那么如何控制噪音
呢?小组先讨论，再找个别同学回答。

2、小组活动，做一个发生罐，使发生罐发出声音。

3、我们生活有哪些可以称得上是噪声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
以减少这些噪声呢?小组讨论。多媒体展示生活中的噪声。

4、在生活中有哪些场合需要我们控制音量?为什么啊?我们应
该在公共场合怎么做啊?

六、课后延伸:

1、同学们平常用耳麦听音乐吗?经常使用耳塞听音乐好吗?为
什么?

2、从哪些地方需要保护我们的听力?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



课后反思:这节课的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让学生
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和在公共场
所保持肃静的习惯。这节课教学难点是知道各种控制噪音的
方法。本来是看似有些枯燥的课，我运用了多媒体教学，充
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图形并茂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感受到声音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假如生活没有声音
我们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啊?让学生进行讨论。学生能够大胆
的想象。

通过本节课我也懂得了科学教学中情境教学的重要性，在一
些科学课中要创造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开发学
生的创造思维。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篇二

《溶解的快与慢》是教学溶解内容的第四课，本课从“搅拌
对溶解的影响”入手，到学生自行设计“怎样加快溶解”，
指导学生运用对比实验方法，探究影响物质溶解快慢的主要
因素。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热根据提出的问题——怎样加快
方糖的溶解？经历“问题——假设——验证——证实”的过
程与方法过程。我们知道溶性固体物质在水中溶解的快慢依
赖于三个主要因素：物质颗粒的大小、水的温度，以及液体
是否被搅动。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体会对比实验，理解对比
实验的意义和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在前几课的溶解的认识中，有部分学生很注
意到溶解的快慢问题，想到什么因素影响了溶解的快慢，以
此引入，问题，怎样让食盐溶解得快一点？由于前几节课实
验中经常的动作是搅拌，学生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搅拌，而且
他们在生活用品中也有这样的经验。通过前两个实验学生已
经初步理解了对比实验的作用，为了防止学生还不够理解，
我举了比如我们赛跑中跑最快的是相对慢的人来说，如果没
有慢的我们无法知道他跑得快，在认识了水温和搅拌对溶性
固体的溶解速度有关系，通过实验，学生亲自体会，这样加



深学生对实验结果的印象，在最后的水果糖的溶解的环节，
实际上是将学生对对比实验的理解深化下去，并在此基础上
让学生自己探讨更多的加快溶解的方法，发散学生的思维，
通过水果糖的溶解，让学生验证自己的设计方案和实验结果。

大多数对比实验中的可变化的条件比较多，如果在教学中对
实验的条件不加限制，那么，在实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复杂
的多种变化的不同现象，这样，常会影响学生寻找其中变化
的规律。在研究三个不同的影响因素的时候，为了防止多因
素的影响，采用的是一个变量，为了防止学生陷入多变量的
泥潭，我未对多变量进行讲解，通过实验进行单变量，在教
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较好，对知识掌握也不错，对于培养
学生应用科学的方法自行探究自然事物变化规律有良好的促
进作用。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

过高或过强的声音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伤害，保护听力就是
要避免我们的耳朵听到过高或过强的声音并控制噪声。

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保护听力的资料，了解我们的听力经常受到哪些伤
害，知道保护听力的做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和在公共场
所保持肃静的习惯。



【教学重点】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知道各种控制噪音的方法

【教学准备】录音准备（噪音和轻音乐）、发音罐、报纸、
毛巾、棉花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二、远离噪声

2.小组讨论：生活中有哪些声音属于噪音？噪音给你带来怎
样的感受？

三、如何控制噪音呢？

1.过高过强的声音都会影响我们的听力，那么如何控制噪音
呢？----小组讨论。

2.分组活动：做一个发声罐，使发声罐发出声音。

能利用桌上的材料（报纸、毛巾、棉花等）能想办法使发声
罐的声音变轻呢？

3.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减少噪音的方法？小组讨论

4.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场合需要我们控制音量？为什么？

四、课后延伸

1.经常使用耳塞听音乐好吗？为什么？

3.介绍电子扩音器



课后反思

一课的“发音罐降噪”实验觉得不用安排的，没有什么用处，
学生都能理解。倒是让学生观察认识一些日常生活中“降噪、
吸音”的装置比较好。如：电影院墙面粗糙、装吸音板、装
布幔；汽车排气管上装上消音器等等，教材配套光盘中最好
也增加一些这方面的视频资料。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篇四

教学目标：

1、使学生知道过高或过强的声音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伤害，
保护听力就是要避免我们的耳朵听到过高或过强的声音并控
制噪声。

2、让学生通过阅读保护听力的资料，了解我们的听力经常受
到哪些伤害，知道保护听力的做法。

3、让学生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和
在公共场所保持肃静的习惯。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我们的听力经常受到哪些伤害，知道保护听力的做法。

2、让学生认识到保护听力的重要性，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和
在公共场所保持肃静的习惯。

教学准备：

学生课前阅读资料库中的.《呵护自己的听觉器官》阅读材料。
一个塑料发声罐、几粒黄豆、棉花、毛巾、废报纸等。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谈话：耳朵是我们的听觉器官，需要精心呵护，怎样才能避
免听力受到伤害呢？

揭示课题：保护我们的听力。

二、探索研究

1、远离噪声

（1）播放一段悦耳的音乐，让学生说说听的过程中的感受。

（2）提问：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嘈杂刺耳、使人心烦意乱的声
音，谈谈听到这些声音时的感受。

（3）学生阅读资料库中《呵护自己的听觉器官》一文。阅读
后让学生谈谈有什么收获。

（4）引导学生交流：在生活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保
护听力？怎样保护听力？就如何使用耳塞等进行讨论。

2、控制物体发声

（1）用塑料罐和其他材料做一只“发声罐”。

（2）制定一个改变“发声罐”发生的计划。

小组合作计划并实验。



有哪些办法可以减小“发声罐”发出的声音？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发声罐”不发声？

把小组的意见集中、修改，选取小组最满意的方法试试。

向全班介绍自己小组的计划并展示本组的实验。

（3）师生将各种方法进行归纳：这些方法从本质上看可分为
控制声源和阻碍传播途径两种方式。

（4）布置学生课后对生活中人们是怎样减少噪声的进行调查。

3、轻轻说话和大声说话。

（1）说说你认为我们说话的声音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2）说说你在不同环境（如医院、图书馆、电影院等）里的
感受。

（3）讨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应该怎样控制自己的声音呢？

（4）把讨论的结果记录在科学文件夹里。

三、全课总结。

四、课外拓展：

课后调查自己生活的社区有哪些控制声音的措施。

五、板书

悦耳的声音使人愉悦；



嘈杂的声音使人烦躁。

医院、图书馆、电影院、教室等要保持安静，和别人交流要
轻轻说话。

对我们的司法保护教学反思篇五

《科学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学
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体，学习科学是一个主动参与和能动的过
程。因此，教师应该尽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欲望，让孩子动
脑动手，在感受和体验中进行科学探究。下面，我就以本课
为例，谈点自己的体会。

一、表演小魔术，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在课堂伊始，我先给学
生们表演“瓶‘吞’鸡蛋”的小魔术，当学生聚精会神地看
完我的小魔术以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孩子那惊愕的
表情，我趁机引导学生：刚才你看到了什么，有什么问题?这
时，学生都争先恐后的举手：“我想知道为什么广口瓶能把
鸡蛋吞下去”、“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把鸡蛋推到广口瓶里
去的”等等，学生表现出了很强的探究欲望。兴趣是知识的
源泉，兴趣是成功之路，兴趣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直接动力，
因此，在科学课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非常重要。

二、引导学生科学猜想，为后继探究做好铺垫

在学生看完小魔术提出问题以后，我组织学生进行猜想，本
课的猜想需要借助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在三年级时对空气探
究已有的知识储备。但是由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层次不
一样，因此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猜想会有很大出处，比如有些
同学说把点燃的小纸条放在广口瓶里，鸡蛋被广口瓶“吞”
下去，是火把鸡蛋烧下去的，像这样非常不切合实际的猜想，
需要老师及时推翻。而有的同学认为鸡蛋被吞下去是和空气



有关，这时我及时引导：空气在这儿到底有什么作用?要求学
生接着思考，这时又有学生认为是广口瓶内的空气支持燃烧，
空气减少了，压力变小，外面的空气压力把鸡蛋推下去了。
像这种有根有据的猜想，教师要予以鼓励和肯定。教师引导
学生进行科学的猜想，能为后面的科学探究提供指示目标，
为课堂上的科学探究做好铺垫。

三、要求学生设计实验，精益求精

本节课，我给学生准备了大量的实验材料，如：广口瓶、硬
纸板、吸盘、火柴、熟鸡蛋、玻璃片、矿泉水、饮料瓶、食
盐水瓶、水槽、吸管、注射器等，让学生针对以上实验材料
分组讨论设计实验方案。学生在汇报实验方案时，教师要通
过组织双边活动，让学生说出每个实验设计的目的，比
如“瓶子吸纸片”的实验，要让学生知道瓶子里装满水的目
的是让里面的空气全部排空，保证里面空气的压力为零;再比如
“食盐水瓶吸水”的实验，在食盐水瓶里装满水的目的也是
保证瓶子里没有空气等等;让学生自己说出来，目的是让学生
明白要想证明空气具有一种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条件，这个
条件就是保证容器内排净空气，只有保证容器内排净空气，
才能体验外面的空气是不是能给容器一种力量。在这一环节，
设计实验时间要长，要充分，并且让学生把设计实验的目的
说出来，他们的实验目的才更明确，科学课上让学生设计实
验就要要求学生精益求精!

四、让学生亲自体验，探究大气压力的秘密

探究学习中，学生经过大量的实验，长时间的观察，每个同
学都会发现许多问题。如何将学生在课堂中自己的发现进行
交流，达到资源共享，成果共享，是探究学习的又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学生只去实验不去分析交流，学生就没有机
会进行整理、归纳、概括这些思维活动，这方面的能力就得
不到训练，一些共性的实验现象也就不会被揭示，这样的科
学探究就显得没有很大意义。



本节课，在学生制定好探究计划以后，我让学生进行了充分
的实验探究，探究完毕，我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汇报
交流，一个小组汇报其他小组参与质疑提问，让实验现象所
体现的实验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出了一
个正确的结论：当物体内的空气减少或被排出以后，这个物
体会很明显地受到来自大气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力，这个很大
的作用力，在科学上我们称为“大气压力”，实验取得了初
步探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又让学生重复做“瓶子吸纸
片”的实验。让他们将杯口朝前后、左右、上下各个方向转
动，看看纸片是否会掉下来?结果学生又在欢快的动手感受中，
得出第二个正确的结论：大气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也就是说
一个在空气中的物体，它的各个方向都受到大气压力。

为了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大气压力，我接着给学生播放
了课件马德堡半球实验，学生通过欣赏这个实验，加深了对
大气压力的认识，知道空气中确实存在着大气压力，并且压
力非常之大!同时，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播放，也让学生证实了
自己探究实验的成功，鼓舞了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信心，为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