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学作图教学反思(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电学作图教学反思篇一

对第一次实践课所反映出的问题，在实践反思的基础上，重
新设计了新的教学方案，新方案针对学生实验的不足，调整
了教学策略，增加了学生对实验探究的讨论，包括实验方案
的设计、数据的采集、学生面对方案的可操作性的互助讨论
和质疑，尤其是增加了知识的迁移内容，强调了各种设计方
案中数学关系式的引入及处理，让学生通过深入讨论、评价，
切实提高在探究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问一：某一小灯泡标有“，”字样、电源电压为6v、电键、
电流表、标有“50ω，1.5a”字样的滑动变阻器，现一电压
表15v一档被坏（0—3v一档可用），怎样用实验的方法来测定
小灯泡功率。

师：在小灯泡额定电压为3.8伏中，电压表15伏一档被损坏，
怎样测定小灯泡功率。

生：把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

师：方法很好，一开始就把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点
行吗？

生：不行。

师：为什么？



生：电路连接正确后，闭合电键时，滑动变阻应放在最大，
此时，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超过3v，不能直接并联在滑动变阻
器两端。

师：怎么办？

（思考讨论后）

生：能否把电压表先接在小灯泡两端，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
片，使小灯泡两端电压为3v，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也为3v。这
时，可以移动电压表，把电压表并联在滑动变阻器两端，调
节滑片，使电压为2.2v时，小灯泡两端电压为3.8v，观察电流
表的示数为0.3a，就能测定小灯泡的功率。

……

提问二：某一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为、电源电压为6v、电键、电
压表、标有“50ω，1.5a”字样的滑动变阻器、但手中没有电流
表，怎样用实验的方法来测定小灯泡功率。

师：调节滑动变阻器滑片，使小灯泡两端电压为3.8伏，此时，
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为2.2伏，怎样知道接有电路中电阻丝的
电阻大小。

生：能否测出电阻丝的长度？

师：为什么要测出电阻丝长度，才能知道阻值大小？

生：因为滑动变阻器电阻丝总电阻为50欧，总长度为定值，
只要测出接入电路中电阻丝的长度，用比例的办法，就能得
到接入电路中电阻丝的阻值。

师：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生：由电阻定律可知：。在（材料性质）、s（横截面积）一定
时，r与l（长度）成正比。

师：能否写出关系式？

生：可以。

师：用什么工具进行测量？

生：（思考后）用刻度尺。

……

学生在不断探究思考后，想出了解决办法。通过解决测量接
在电路中的电阻丝长度从而求出接在电路中的电阻。

提问三：某一小灯泡的额定电流为，电源电压为6v、标
有“50ω，1.5a”字样的滑动变阻器、二个电键、电流表、但手
中没有电压表，怎样用实验的方法来测定小灯泡功率。

师：怎样用电流表测通过滑动变阻器的电流？

生：是否能让电路发生局部短路。

师：怎样发生局部短路？

生：把电键并联接在小灯泡两端，第一次让电流表示数到达
小灯泡0.3a时，闭合并联的电键，使小灯泡发生短路，测出
电路中的电流。

师：接下来怎么得到小灯泡两端的电压？

生：用电源电压除以电路局部短路时的电流，得到滑动变阻
器接在电路中的电阻，乘以电流0.3a就是滑动变阻器两端的



电压，电源电压减去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就是小灯泡两端电
压。

师：还有其他方法得到滑动变阻器接在电路中的电阻？

生：能否还可以用刻度尺来测量？

师：可以，二种方法你们都可以试一试。

……

第二次实践，重点放在学生讨论和进一步提高综合解决问题
的能力上，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寻找理论依据，让学生懂
得要解决问题必须有理论基础。可用最简单的工具（刻度尺）
解决较难的电学问题。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会采集数据并能
用数学表达式进行运算，但不会用表格的形式进行整理。表
格是实验数据处理所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的教学应该让学
生学会这样一种科学的归纳方法。

电学作图教学反思篇二

到目前为止，初中物理的电学部分基本上已全部学完，对于
电学部分，在中考考试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今天我也就这届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如下反思。例如，如何识别串并联电路，
如何判断电流表测量哪部分电路中的电流，电压表测哪部分
电路两端的电压。串、并联电路中的电流、电压、电阻的关
系和规律，在刚刚学完这些知识的时候，学生好像还比较明
白，但是当都学完后，在遇到具体的问题要用这些规律去解
决的时候，结果发现学生是一塌糊涂，对于直来直去的单纯
的计算题，学生大部分都会，但是对于一些定量分析的问题，
学生就不知道如何应用这些规律和公式进行分析。本人有点
头大的感觉，现在没有过多的时间进行讲评训练，现在的学
生的生活经验、接受能力我感觉是大不如从前了。其实在这
样的形势下，我们也不能急于赶课，要停下来，拿出一些时



间，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最起码让学生对
这些规律和公式在大脑中有一个系统地认识，通过一些比较
典型的例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不要急于讲解，要在
系统的复习的基础上，要让学生独立思考，决不能由老师代
劳，否则是徒劳的，如果学生不去动脑思考，其实不管做多
少题，学生照样不会。再就是题是做不完的，只有让学生独
立思考了，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发散思维、求
同思维、求异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举一反三。如果是
一味的老师讲、学生听，这样是无用的，只是学生热乎热乎
耳朵、当时听着好像很明白，过后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花
时间在做物理习题上，认为学好语文、数学、英语才是最关
键的。当然，我不否认语数英是很重要，但是其他的科目也
得顾及到，特别是物理这种理科的科目，如果不训练，肯定
是不行的。而老师在讲评习题的`时候，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
里达到最高的效率，特别是电学的习题，因为有那么多的计
算公式，一定要让学生在分析题意时，明白已知的物理量有
哪些，然后根据已知量来选择正确的公式，才能既快又准的
得出正确的答案。

电学作图教学反思篇三

课题：稍复杂的分数应用题

教学时间：

教学地点：

教学目标：

(1)通过对简单分数乘法应用题的复习，让学生理解稍复杂的
分数乘法应用题，并能将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



(2)让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训练。

教学过程：

一、故事导入

在这节课上，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
英国老师，在整理自己的办公室时，发现在30年前，一次学
生的作文本，作文的题目：未来我是——，这样的题目激起
了老师对该班学生现实的一种好奇，就对该班学生进行了统
计，这个班的学生人数是河坝六(3)班的34，你能求出当时这
个班学生的人数吗?”

二、具体环节

1、复习“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

当有学生说出多少人时，就问学生，你是怎么知道的?(在课
前调查，该班学生有52人，老师并在黑板上板书)从而导
出：52×34。(根据式子，问学生为什么这样列示，其中的单位
“1”是谁?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

2、例1的`教学

继续故事：当该老师将人数统计出来后，就把这样的消息在
一家报社的报纸上进行了刊登，知道信息的“学生”，都来
到老师面前寻找童年的梦想，但仍有几个学生一直没有来，
据统计，“全班39人，其中有1213的同学来拿走了作文本，
范文top100请问：拿走的有多少?没有拿走作文本的有多
少?(重点是第二问)

(先让学生自主列式，老师对个别学生进行辅导，然后引导学
生分析题意，并画出线段图。根据学生所列式子，老师对学
生进行追问，从而理解所列的式子)



3、处理教材69页的“做一做”

学生自主练习，老师将题目的条件与问题抄在黑板上，当学
生列出式子后，再让学生画出线段图，个别学生在黑板上画
出线段图，根据所画线段图，引导学生展开分析。

4、教学例2

如果我们知道了英国所在小学六(1)班“来取作文本学生的人
数是36人，没来的人数比来的人数少1112.又怎样求没有来的
学生人数呢?”

(教师提出问题，先让学生思考，并列出式子，教师观察，并
对个别学生进行辅导)

(理解题意：老师画出线段图，根据已知的量进行分析，从而
得出未知量)

5、处理教材70页练习中的第二题

全班学生练习，老师针对个别学生进行辅导，当学生得出一
种解法时，再要求他们找出第二种，第三种解法。根据做的
情况，再集体更正。

6、继续故事：

在没有来取作文本的3个同学中，据调查，有一个横穿公路，
与汽车战斗，光荣牺牲!有一个是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而
死(自己编造的)，还有一个是盲童——戴维。他的理想：未
来我是英国的内阁大臣，正当这个老师为“戴维的不到”感
到疑惑时，他接到了当时英国内阁大臣的一个电话，对方说
道：“老师，您好!我就是那个‘戴维’，谢谢您还为我保存
着儿时的‘梦想’，但我已经不需要它了，因为从那时起，
我就一直在为‘它’而努力，从没放弃过，我只是想告诉我



们班的同学：谁心怀理想，并为之奋斗，谁就能取得成功!”

三、归纳小结，揭示课题。

四、课后反思：

对学生智力挑战或智力陷阱设置得不够好，没有让学生在课
堂上得到充分的练习，特别是在“课”的后半部分，误看了
课堂剩余时间，从而让课堂流程匆匆而过。因为这样的课，
我不想拖延时间，也想追求课的完美性，从而导致“赶课”
的现象，很多时候，还有“作秀”的成分，没有真正的走进
学生。

电学作图教学反思篇四

列方程解稍复杂的分数应用题（二）

教学目标

1．进一步理解稍复杂的分数除法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2．能够比较熟练地列方程解应用题．

3．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分析数量关系．

教学难点

找等量关系．

教学过程



一、复习．

（一）找出单位“1”

1．一本书已经看了

2．实际比计划节约

3．今年产量比去年提高

4．乙数比甲数少

（二）谈话导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分数应用题．

二、讲授新课．

（一）教学例7

例7．某工厂十月份用水4800吨，比原计划节约了，十月份原
计划用水多少吨？

1．读题理解题意，画出线段图．

2．教师提问

（1）哪句话是说明数量关系的？

（2）怎样理解这句话？

（3）你能根据这句话画出线段图吗？

3．分析数量关系



把原计划用水的吨数看作单位“1”，原计划用水的吨数是未
知的，可以用表示．

4．列方程，解方程．

解：设十月份原计划用水吨．

答：原计划用水540吨．

三、巩固练习．

（一）根据方程补充一个已知条件．

1．

2．

3．

（二）找出单位“1”，说等量关系．

1．海豚每小时可以游70千米，比蓝鲸的速度快，蓝鲸的速度
是多少？

2．有一本故事书，小明第一天看了48页，第二天比第一天少，
第二天看了多少页？

四、质疑小结．

列方程解应用题的关键是什么？和数学方法有什么主要区别？

五、板书设计．

分数应用题



例7．某工厂十月份用水4800吨，比原计划节约了，十月份原
计划用水多少吨？

解：设原计划用吨，

答：原计划用540吨．

电学作图教学反思篇五

的也就设计为“跟我做”这样的教学，使学生一进入课堂就
感觉与平时同学间的嬉戏一般，使原本枯燥、呆板的准备活
动变得生动活泼、富有生气；也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自主学习也在教学活动的
也开始就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前滚翻技术，我先让学生练习
团身抱球滚动，让学生明白前滚翻的技术特点，接着又请学
生上来表演前滚翻的完整动作演示，让学生互相寻找不足点
（一般学生都能找到前滚翻时分腿、低头不充分、团身不紧
等问题），找到问题后，师生一起讨论如何解决。这时，教
师示范做前滚翻起立接球动作，让学生寻找技术动作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通过教师的抛转引玉，可让学生自主寻找解决
其他问题的方法，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讨论、尝试），就
会找到前滚翻起立接球重点，然后进行推广、练习，使全体
学生在做前滚翻时都能做出并腿起立动作。再让学生寻找学
生接球技术的方法，教师可作提示；可让学生展示并推广，
如若找不到，则教师可在巡回中告诉某位学生，再让他展示
后让学生模仿，从而提高学生的前滚翻起立接球动作技术。
这样，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一步一步把前滚翻起立接球中
常见的问题加以突破，使学生的前滚翻起立接球技术得到迅
速提高，既解决了课堂教学的重点又突破了难点。

再次，我用所有的已有的器材组合了一个游戏“运送地雷”，
用情景引导学生快快进入游戏角色，然后讲解游戏方法和规



则引导学生进行练习，同时注意动作的由易到难，先让学生
跳过竖着摆放的垫子，再让学生钻过障碍物，最后让学生跨
过横着摆放的垫子，层层通过障碍，充分发展学生的奔跑能
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教学反思

（一）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