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优秀5篇)
作为一位不辞辛劳的人民教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
教案有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教研活动的开展。既然教
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篇一

1地球的卫星——月球

2月相变化

3我们来造“环形山”

4日食和月食

5太阳系

6在星空中（一）

7在星空中（二）

8探索宇宙

第1课让学生对月球的基本情况、运动方式以及人类对月球的
探索的过程有一定的了解，完成一张自己的月球卡的制作。

第2课月相变化。让学生通过画月相的活动，了解月相的变化，
在对月相进行排列的过程中对月相的变化的规律有所了解和
认识，并通过模拟活动试着解释月相变化的原因，最后让学
生观察白天的月相，对月相的变化进行实践检验。

第3课，通过一个有趣的活动造环形山，让学生在制作月球环



形山的过程中，对环形山的形成原因展开探究。

第4课，日食和月食，让学生对有趣的天文现象日食和月食展
开探究，这需要学生运用前面学过的有关日月地三个天体运
动模式的知识，模拟再现日食和月食从而明白这两种现象发
生的原因。

第5课太阳系，让学生了解太阳系的构成，并在此基础上根据
数据表处理数据，建立太阳系模型，学生将惊奇地发现，所
建太阳系模型与有关太阳系示意图的相差甚远。

第6课和第7课都是关于星空的，做星座模型，明白星座实际
上是远近不同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恒星在天空中形成的视觉构
图。了解夏季的主要星座，特点，并根据制作的.星图去观察
天空中的星座有助于学生培养观察能力和对天文的爱好。

第8课探索宇宙，学生将了解宇宙的组成、规模、运动变化等，
同时了解人类对宇宙探索的成果，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和所
付出的努力。

现在就该单元教学的情况做一个反思。

实际上，有些活动是没有按教材上那样去做，因为受到较多
因素的制约。

在本单元比较抽象，教学活动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主要来自
几个方面：一是教师对宇宙的认识会制约到教学，必须自己
要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有关宇宙的最新研究情况。二是缺乏教
具模型和相关的教学视频等。三是组织观察活动比较困难。
在教学上只能通过视频的方法加以解决。四是课程进度比较
紧，难以抽出时间组织课堂的实践及制作活动。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是让学生初步明白化学变化的第二个化学实验，这
个实验不像上一次的实验给物质加热或燃烧一样，学生具有
一定的认知基础，知道加热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哪些现象。这
个实验涉及到学生不熟悉的小苏打和有些经验的白醋。如何
上好这节课，在课前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本课我引导学生展开对小苏打和白醋的特点的研究。由
于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己经对如何观察特品有了一定
的了解，所以在这一环节上我没有过多的和学生讨论如何进
行观察，而是给学生更多的自主探究的空间，只是在关键问
题是给以提示。进行这样一个环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
将两种物质的特性和实验后所得的物质进行比较，好让学生
更加明确的认识到有新的物质生成。

第二个环节是本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一个学生以前没
有接触过的实验类型，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实验前我并没给学生明确的实验目的，
只是让学生观实两种物品混合后会发生什么？学生根据这个
实验目的，首先和以往一样设计了实验的方案并根据这个实
验方案进行实验，当学生将两种物品混合后，可以听到班级
内暴起的惊叹之声。这时我适时的问学生发现了什么？学生
们汇报了自己的发现，但是这个发现仅现于眼睛看到了，所
以又为学生准备了第二份实验才料，让学生再做一次实验，
不过在这个实验进行之前，我让学生明确了这次实验的目的
是什么，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学生针对一问题展开的
激列的讨论，最进行实验并得出了结讨，同时证实了，小苏
打和白醋混合是一种化学变化，因为有新的物质二氧化碳生
成。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篇三

这一课我们听得很多，感触也很多，初期给我感觉：教学内



容过于简单，教学中只要突破各种形状的制作已经测量其抗
弯曲能力，基本能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中挑战性的问
题比较少。

实际教学中，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发现圆形的和方形的
形状制作非常麻烦、检测其抗弯曲能力也是相当麻烦的，教
学中，我们不能比较各种形状抗弯曲能力的强弱，我们要强
调与一字形的相比，纸改变形状后，抗弯曲能力是否增强了。
对于圆形和方形为什么容易坍塌，在后续关于力的分解中，
我们可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在教学中发现不少班级中对于
为什么改变形状后抗弯曲能力会增强的原因能从圆形和方形
会坍塌的现象中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将波浪形
作为再一次的突破口，帮助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孩子理解其
中的原因，我尝试中效果还可以。

课本中瓦楞纸的提出，我们的问题不要局限于为什么抗弯曲
能力增强了？我们要在这个点上挖深挖透，我提出了一个问
题：瓦楞纸有五层（我准备的就五层），两层波浪形，三层
一字形，为什么制作的时候五层都制作成波浪形呢？这样的.
抗弯曲能力不是更强了吗？学生能从瓦楞纸中受到启发，改
变形状的纸抗弯曲能力增强，那是要在形状不改变的前提下，
如果形状发生了变化，其抗弯曲能力也会受到影响。瓦楞纸
用三层一字形的夹住两层波浪形的，其目的就是固定波浪形
的形状，使其抗弯曲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因为前期学生已经
对于圆形和方形的形状容易改变形状而坍塌有了认识，所以
在此基础上学生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看似简单的一课，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明什么？我
们要更深层次地去关注我们孩子的前概念和教材编排中的实
际容易受忽略的问题。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篇四

《无处不在的能量》一课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抓住了教育



的契机，适时地对学生进行了教育。如学生在汇报实验结果
时，通过其他同学的评价和补充，使结果更加完善。以小组
为单位在全班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完善、相互补
充，形成对能量的整体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切当地
加以评价和引导，使交流活动有序进行。采取边汇报边交流
的方式，让学生到讲台上展示自己搜集到的'文字及图片资料，
揭示生活中各种能量的表现形式，应注意引导学生尽量避免
重复资料的解说，提醒学生学会聆听别人的发言，及时发现
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能量转化既有简单的，
又有复杂的。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可能用能量间的转化联
系起来。这一过程对学生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教师要给
予适当点拨、指导。

六年级科学教案反思篇五

上课之前我表演小魔术“向上走的戒指”，引出“重力”，
让学生回顾任何物体都会受到一个向下的力，进而在本课堂
的导入中，我故意让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搬一桶纯净水到高
处，引出难题，学生们很容易想到利用木板搭一个斜坡来帮
助女生解决难题。在经历了将水桶直接提到高处和沿着斜面
运到高上，结合该名女生的体会，学生们直观形象地发现前
后两次搬运水桶所花的力气是有区别，结合生活经验，教师
点出课题：斜面。他们会进一步思考：斜面应该是有省力的
作用。学生们的思考，猜测，质疑，正是本堂课行进的基础，
本课的目的在于通过学生对“斜面”提出问题，假设问题，
进而设计展开实验，通过数据，使学生了解斜面的作用，了
解不同坡度的斜面的.作用有何区别。

本课的两组实验设计，没有太大的难度。学生比较容易就能
设计出实验方案，教师应该及时引导学生，严格按照实验方
案进行实验，并认真记录实验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
得出结论。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在小组进行“斜
面的作用”实验时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动手能力的制约、
时间的制约等，常常导致实验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不能达



到人人参与，降低了实验的有效性，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同
时也浪费了课堂的宝贵时间。如何才能使“斜面的作用”实
验变得更为科学、实用、有效？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自己制
作一个简单实用的自制教具，能让学生方便快捷地操作使用，
使学生人人都能参与，让每一个学生通过实验来直观地感受到
“斜面的作用”实验的现象，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