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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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篇一

成功之处：

1.课堂按“展示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各个环节进行的'还不
错。

2.学生通过自主、合作学习了解骨骼的作用。

不足之处和改进的地方：

在《肌肉》的教学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学生的活动不规范。
有些学生不按要求活动，以后，活动要求需要再细致学生活
动之前必须明确活动的目的要求学生按要求去活动。

还有，制作手臂活动模型这个活动，由于需要材料多，准备
不全，没有在课堂上进行，让学生在课后去完成。这样，在
课堂学习当中学生少了学习体验的机会和乐趣。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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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篇三

塑料



每天早上，学生们用塑料袋装着早点来上学，不一会儿工夫，
垃圾桶就被填满了。看着这一情景，我想：在环境问题日益
严重的当今社会，环保教育意义深远，它将关系到我们下一
代能否拥有真正的绿色家园。学校是学生环保教育的重要场
所。随着学生知识面的扩展，我设计了本课《塑料》来增强
学生的环保意识，人人行动起来，争当环保小卫士。

在这次活动中，我所设计的中班环保活动《塑料》，活动目
标定为：1.通过观看录象和实验知道塑料袋会污染环境，感
知其危害；2.通过制作环保袋，发展学生动手能力；3.通过
活动懂得减少使用塑料袋的意义，萌发保护环境意识。在设
计方案的时候，我根据我班学生对塑料袋的认知基础来设计
问题，引导学生对塑料袋产生情感转变。在活动后，我根据
活动中情况围绕所提出的问题作以下反思。

一、问题引导学生情感转变。

在第一环节中，我提出“塑料袋有什么作用？”学生根据生
活经验来回答问题，感情的基础是喜欢的，肯定的。接着我
又抛出问题“使用塑料袋是好还是不好？”引发学生讨论，
在这里学生对塑料袋使用问题上有了争执，产生了疑点，感
情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第二环节中，我通过让学生
观看录象资料——散落的塑料袋、动物吞食塑料袋、农作物
枯死；实验演示——焚烧塑料袋。让学生直观的、更深层次
的了解塑料袋，知道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带给环境更多的危
害。危害动物，危害植物，危害人类。学生的情感再次产生
转变，对塑料袋有的是更多的厌恶，自然而然萌发了要保护
环境，争当环境小卫士的想法，从而推动了本堂课情感目标
的完成。

二、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性提供分层次材料。

在制作环保袋的过程中，我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材料。第一层
次是提供成品纸袋，需要学生装饰，适合能力弱的学生选择；



第二层次是提供半成品，需要学生沾贴，装饰，适合能力一
般的学生选择；第三层次只是提供材料，需要学生自己裁剪、
粘贴、装饰，适合能力强的学生选择。这样一来，每个学生
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制作，每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到
成功带来的喜悦感，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作品展示。本环节
是本堂课的难点所在，本难点在我设计的三个层次中迎刃而
解，实现了本堂课第二个目标完成。

通过这次活动，我尝试了新的教学方法，所做的尝试也是比
较符合我班学生学习水平。因此，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回再
次运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并根据本次活动的问题加以调整和
改进。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篇四

核心提示：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实验，了解土壤的组成物质，
通过观察各类土壤中颗粒大小的不同及沙子、黏土之间含量
不同，了解土壤有不同的种类并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实验，进
一步了解各种土壤的特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沙和
黏...

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实验，了解土壤的组成物质，通过观察
各类土壤中颗粒大小的不同及沙子、黏土之间含量不同，了
解土壤有不同的种类并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实验，进一步了解
各种土壤的特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沙和黏土的颗粒
大小时。学生先通过看一看、捏一捏、握一握的方式探知沙
和黏土的不同之处。然后交流汇报。生：我看到沙的颗粒小，
黏土一块块的，颗粒比较大。生：我用手捏了一下，觉得沙
一粒一粒的，毛毛的。黏土有的捏不动，有的捏得很细，还
会粘在手上。师：刚才同学的交流有了一些矛盾。一个说沙
的颗粒细，一个说黏土的颗粒细。同意第一种观点的举手。
（生举手示意）同意第二种观点的举手。我发现两种观点的
支持率差不多。谁能来说说自己的理由。生：我认为沙的颗
粒大，因为沙是一粒一粒的，看得很清楚，捏在手里有点硬。



黏土可以捏得很细，感觉软软的。生：不是的。我们看到的
黏土是很大的，一块块的。沙没有那么大。你是把黏土捏碎
了，所以觉得细了。生：黏土是粘在一起的，所以看得大了。
应该捏碎了比较。师：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生：有师：
比较就要公平。我们一起把黏土和沙捏碎，再比较一下。
（学生开始新的.探究活动）沙和黏土谁的颗粒大？对学生来
说，往往通过观察到的表象做推断，显得黏土的颗粒较大。
事实上这是不科学、不公平的。怎样让学生认识到这种探究
的不足呢？就要充分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引导学生用科学
的方法进行新的探究，这样既能获得事物的认识，又能学到
科学的探究方法，是一个很好的生成资源。

科学保护心脏教学反思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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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