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 植物教
学反思(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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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一

本课的重点是带领学生去校园实地观察和认识植物，科学课
可以出去观察，学生们都很开心，但是也很容易乱。于是在
外出前先明确要求，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选个负责人，
负责人一般选自律性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孩子。我们学
校有个小池塘，里面有一些水生植物，在周围也有各种树，
很适合孩子们去观察，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除此之
外，让孩子们明确观察目的也很重要，引导孩子们除了观察
还要在科学活动手册上记录。

带孩子们出去其实内心是很忐忑的，几个班大部分孩子们能
够按照要求观察，但有一部分孩子出去以后并没有达到预想
的效果，无记录、观察不仔细。回教室后，对孩子们观察情
况进行总结，表扬做得好的小组，向做得不好的'小组提出希
望。室外课对于老师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希望下次效果会
更好。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二

在《校园里的植物》一课中，为了让学生能够认识一些植物
的不同特征，我组织学生到校园里观察植物，并在记录纸上
记录植物的特征。由于三年级学生的探究习惯、记录习惯和
文字能力还比较弱，我先带领学生一起观察一种植物，然后
要求学生按照实验小组组成观察小组，观察一些自己感兴趣



的植物。这样，可以集中多个学生的智慧，获得取长补短的
效果。但这是学生合作学习的第一课，而且在教室之外，如
何把握好一个学习小组是需要注意的。从教学的.实践来看，
关键是要明确目标，组织一个小组，并加强组长的指导。

在评价中关注学生小组的表现，以小组的成功评价学生的表
现，引导学生意识到合作的方法。在合作的活动中并不排斥
个人的智慧，合作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学生个人遇到问题时能
提出各人的建议或看法，在讨论交流的时候能够接受别人的
意见。否则，合作就会失去作用，教学组织就会混乱。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三

《植物妈妈有办法》是一首诗歌，从题目到内容运用了拟人
的写法，讲述了蒲公英、苍耳、豌豆传播种子的办法。在教
学中，我主要引导学生运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了
解植物的知识，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低年级的孩子在识字写字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
是说话练习，在听张莉老师分析《黄山奇石》一课时，她说
了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老师的语言很重要，它决定
着孩子的思维方向，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问的方法不对，
就有可能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死胡同，使学生无话可说。
所以老师的语言一定要准确，艺术。张老师的话给了我很深
的触动。我反思了自己自己的课堂，发现自己在引导学生思
考问题时的语言缺乏引导性，不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想象能
力，每当问到一个拓展性的问题，学生都呆呆的无话可说。
开始我以为是学生思维不活跃，后来反思自己，应该是我的
问题问得不够科学、清晰。所以在设计《植物妈妈有办法》
时，我就努力完善自己的课堂语言，使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充分发挥。如，在学习课文“只要有风轻轻吹过，孩子们
就乘着风纷纷出发。”在感知片段内容的意思时，设计了这
样一个教学环节：如果你就是蒲公英妈妈的孩子，你会怎样
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家？学生的表达和表演是多彩的，有的



学生张开双臂做飞翔状，有的`孩子做降落伞样一个接着一个
地和妈妈告别，等等。这样，让学生自由地去创造，可以与
观察力、想象力相结合，利用知识经验进行再加工与再创造。
这样，帮助学生更乐于朗读，在朗读中体会儿歌的含义，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这节课，我抓住了学生的质疑，深化了对仔细观察大
自然好习惯的教育。借此机会，我把课文学习与用心看周围
的事物之教育相结合，让学生明白：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
是缺少了发现美的眼睛。结合到学生的现实中，就是要注意
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鼻子、耳朵去感受生活。既避免了
空洞的说教，又水到渠成地使学生深受启示。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四

《植物的叶》是主题单元“植物”中的第五课。教材通过捡
树叶、研究树叶来发现叶子有相同的结构；再从新鲜的叶与
落叶的比较，显出叶子的生命特征，最后从一条枝叶的叶子
变化过程中得到叶子具有生长、发育、衰老的过程，从而显
出叶的生命轨迹。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不仅让学生了解叶子
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植物器官的角度去进一步体会
到植物也具有生命的特征。

课前，我布置每位学生捡两片落叶，每一组中的同学尽量捡
不同的落叶，以便课堂上进行小组讨论。大多数同学都带来
了，有些班级带的学生比较少，我就在课前请每个小组长在
校园里捡了一些不同植物的落叶。总体观察情况良好，我给
同学们留了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1、我们小组一共捡到了几片叶子？

2、一共有几种树叶？

3、观察到了什么，才说它们是同一种叶？观察到了什么，才



说它们不是同一种叶？发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学生将大小不
同或颜色不同的同种叶片分到不同种类，大小和颜色确实属
于分类的依据，但是同一种植物的叶片也会存在差异，不能
光凭这两点来判断他们是否属于同种植物，要多维度的判断，
比如叶片的形状、叶片表面的光滑程度、叶片边缘、叶片的
质地、软硬和厚薄，等等。

对于不同的叶子具有相同的结构：叶片、叶柄。我没有重点
强调了叶脉是叶片的一部分，不要把叶脉和叶片并用。这是
教学上的一个失误。导致关于叶脉，学生竟然把它归入到叶
的结构中去了，在课堂教学中，如果用比喻的方法进行教学，
学生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用手掌比喻树叶，把小臂当作
叶柄，手掌就可以是叶片，手掌上的纹路就是叶子的叶脉。）
这样学生就可以理解，手掌上的纹路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部位，
而是属于手掌皮肤的一个部分。

让学生判断一根枝条上不同位置的叶子的生长状态时，如果
我能引导学生从大小和颜色上进行对比观察，就可以得出左
边的就是叶芽、小叶片、嫩叶等。对于枯叶失去了生命特征，
就跟人失去了生命特征一样。学生就会水到渠成地理解了叶
的组成和叶的生长变化过程。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五

《植物的叶》是新教科版三年级科学上册第一单元第5课的内
容，本课内容主要是通过捡树叶、研究树叶来发现叶子具有
相同的结构;再从新鲜的叶与落叶的比较，显出叶子的生命特
征，最后从一条枝叶的叶子变化过程中得到叶子具有生长、
发育、衰老的过程。

课前，我为每小组学生捡各种各样的落叶，以便课堂上进行
小组观察和讨论。我给同学们留了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1、你们小组一共捡到了几片叶子?



2、一共有几种树叶?

3、观察他们有什么异同。

很多同学都能从大小不同，形状不同作为叶子分类的依据，
见此我引导大家多角度去观察叶，比如叶片的形状、叶片表
面的光滑程度、叶片边缘、叶片的质地、软硬和厚薄等等，
从而加深了同学们对树叶的印象。同时，通过对不同种树叶
的观察，得出植物的叶在结构上面的共同特点：植物的叶由
叶片和叶柄两部分组成，叶片上面有叶脉。

在教学第四个环节时，我让同学们判断一根枝条上不同位置
的叶子的生长状态时，着重引导学生从大小和颜色上进行对
比观察，进而分辨出叶芽、小叶片、嫩叶等。对于枯叶失去
了生命特征，就跟小动物失去了生命特征一样，同学们很容
易地理解叶的组成和叶的生长变化过程。

通过本堂课的教学，让学生意识到叶也是有生命的，它从叶
芽长成小小的嫩叶，又慢慢地长大，变老，最终枯黄死去，
完成它的生命周期。

植物的一生教学反思三年级科学篇六

《植物的叶》是新教科版三年级科学上册第一单元第5课的内
容，本课内容主要是通过捡树叶、研究树叶来发现叶子具有
相同的结构；再从新鲜的叶与落叶的比较，显出叶子的生命
特征，最后从一条枝叶的叶子变化过程中得到叶子具有生长、
发育、衰老的过程。

课前，我安排每位学生捡各种各样的落叶，以便课堂上进行
小组讨论。从整体来看，同学完成很不错，大多数同学都按
要求带来了，只是有个别学生带的比较少。为了使每一位同
学都参与其中，我给同学们留了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1、你们小组一共捡到了几片叶子？

2、一共有几种树叶？

3、观察他们有什么异同。很多同学都能从大小不同，形状不
同作为叶子分类的依据，见此我引导大家多角度去观察叶，
比如叶片的形状、叶片表面的光滑程度、叶片边缘、叶片的
质地、软硬和厚薄等等，从而加深了同学们对树叶的印象。

在教学第四个环节时，我让同学们判断一根枝条上不同位置
的叶子的生长状态时，着重引导学生从大小和颜色上进行对
比观察，进而分辨出叶芽、小叶片、嫩叶等。对于枯叶失去
了生命特征，就跟小动物失去了生命特征一样，同学们很容
易地理解叶的组成和叶的生长变化过程。

在最后的活动环节中，我首先向学生展示了自制好的树叶标
本。然后，我放手让学生去动手动脑，以小组为单位自由安
排活动：同学们用树叶做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图形，但也有部
分同学看着树叶无从入手，不知道该做什么为好……。尽管
如此，每个小组都完成了一个属于自己团队的小作品，同学
们倍加兴奋，大家都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我运用了一节课进行教学，虽然教学目标基本完成了，但也
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如在讲解不同的叶子具有相同的结
构即叶片、叶柄时，没有强调叶脉是叶片的一部分，不要把
叶脉和叶片并用，对于这些细节方面我的讲解是不够的，今
后还需进一步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