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精选8篇)
诚信是一个社会的软实力，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
诚信对企业的重要性是什么？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能够
赢得顾客的信任和支持。以下是一些关于诚信的调研报告，
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实证和数据支持。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一

在这节课的执教中，基本上体现了自己备课时的一些想法，
学生在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内对“变异”这一生物现
象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同时学生的观察、推测、收集证据
等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教学中，首先采用通过出示同学父母的照片，让学生猜猜
这是我们哪位同学的父母，让学生一下子兴奋起来。与此同
时也回顾了我们的身体特征会遗传。同时也引出了一些典型
的特征，如：“有耳垂和无耳垂”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
一半”，本课开课部分的设计不仅能瞬间激发学生的兴趣而
且又解决了“对典型特征的认识”。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二

在这节课的执教中，基本上体现了自己备课时的一些想法，
学生在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内对“变异”这一生物现
象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同时学生的观察、推测、收集证据
等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教学中，首先采用通过出示同学父母的照片，让学生猜猜
这是我们哪位同学的父母，让学生一下子兴奋起来。与此同
时也回顾了我们的身体特征会遗传。同时也引出了一些典型
的特征，如：“有耳垂和无耳垂”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
一半”，本课开课部分的设计不仅能瞬间激发学生的兴趣而



且又解决了“对典型特征的认识”。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三

《生物的遗传现象》是苏教版科学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的第二节内容，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具有变
异现象等知识点。下面谈一谈上完这节课的感受。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通过找一找（根据英国双胞胎全家照找出哪两个是双胞胎）
环节，引导学生认识生物具有变异现象，我们可以根据生物
的变异现象来初步探寻孩子与父母的不同之处。

二、通过大量资料来进一步认识

变异现象不仅是人类特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有变异现象的。
植物：以三叶草的变异（四叶草或者五叶草）、豌豆、玉米、
牡丹、郁金香等植物为例，说明植物的变异现象；动物：以
俗语“一猪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金鱼、猫等为例，说明
动物具有变异现象。

三、拓展迁移，学会应用

简介“龙生九子”的例子，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四、缺陷与不足

本节课内容比较多，时间上有点紧，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学生
的同时，还要让这节课具有趣味性。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四

《生物的遗传现象》是苏教版科学教材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



的第二节内容，通过本课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具有变
异现象等知识点。下面谈一谈上完这节课的感受。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通过找一找（根据英国双胞胎全家照找出哪两个是双胞胎）
环节，引导学生认识生物具有变异现象，我们可以根据生物
的变异现象来初步探寻孩子与父母的不同之处。

二、通过大量资料来进一步认识

变异现象不仅是人类特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有变异现象的。
植物：以三叶草的变异（四叶草或者五叶草）、豌豆、玉米、
牡丹、郁金香等植物为例，说明植物的变异现象；动物：以
俗语“一猪生九仔，连母十个样”、金鱼、猫等为例，说明
动物具有变异现象。

三、拓展迁移，学会应用

简介“龙生九子”的例子，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四、缺陷与不足

本节课内容比较多，时间上有点紧，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学生
的同时，还要让这节课具有趣味性。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五

在这节课的执教中，基本上体现了自己备课时的一些想法，
学生在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内对“变异”这一生物现
象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同时学生的观察、推测、收集证据
等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教学中，首先采用通过出示同学父母的照片，让学生猜猜



这是我们哪位同学的父母，让学生一下子兴奋起来。与此同
时也回顾了我们的身体特征会遗传。同时也引出了一些典型
的特征，如：“有耳垂和无耳垂”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
一半”，本课开课部分的'设计不仅能瞬间激发学生的兴趣而
且又解决了“对典型特征的认识”。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六

《生物的变异现象》是苏教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下册二单元中
的第二课。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中“知道变异也是生物
的基本特征之一，生物与它们的父代及同代之间有许多不
同”来展开的，但是对于“变异”这个概念，学生的背景知
识非常之少，需要更多的感性知识和基础知识。作为一节概
念教学课，其中包含不少的名词、术语，如何就小学生的认
知水平、接受程度，尽可能地做到科学和准确？如何在学生
理解科学概念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科学素养？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关系处理本课的
教学。

1.知识与能力

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分，它们同样都
是构成个人科学素养的基本组成成分。科学知识构成了科学
的基本信息内容。科学能力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科
学知识是科学能力的载体，科学能力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一种
有效“工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头脑空白的人能够解决一
些复杂的科学问题。反之，学生在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
通过猜想、预测、实验等技能达到对新知识更深刻的理解与
运用。所以在教学中我设计了“推测植物是否也存在变异现
象后让学生用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等方法对多
个苹果进行观察，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证据”这个环节，
就是要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推测能力和收集
证据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获得了“植物也存在变异现象”
这个结论性的`知识。



2.探究与传授的时机

小学科学教学以探究为主，但是在概念教学中也应该充分发
挥传授的作用。探究教学能够亲历科学发现的过程，能够训
练学生的思维，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解决科学
问题的能力。传授式教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大量的知
识信息。教师在一些知识方面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支架时，教
师就应该进行一些传授。在“生物的变异现象”这一概念
中“同一物种”、“子代与父代”等术语大部分学生对于它
是陌生的，所以在教学的起始我就把它拿出来做以解释，消
除学生在理解概念中的障碍。当然，我的设计是先通过让学
生举例说明什么是同一物种来了解了学生的前概念后，如果
发现学生确实有异议后才开始解释的。这样做既了解了学生
的前概念又可以扫除概念理解中的障碍，一举两得。而在归纳
“变异”概念环节，我首先让学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事实信
息，有了较多事实信息后，我就引用“探究—研讨”教学法，
科学处理各种信息：“通过以上的比较和对数据的分析，你
发现了什么现象？”从而积极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分析、讨论，
学生通过将数据规律与实际的遗传现象相结合，“水到渠
成”的形成“变异”具体概念。

在设计本课其它的教学环节时，我也是始终围绕着处理以上
几种关系为主线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学生理解科学概念
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科学素养。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七

这节课的执教中，基本上体现了自己备课时的一些想法，学
生在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内对“变异”这一生物现象
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同时学生的观察、推测、收集证据等
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是得益于对兰本达教授
的“探究-研讨”教学法的学习，在它的核心思想“帮助学生
在大量事实信息的基础上发现具体概念、形成科学概念”引
领下，课堂上我尝试使用了“创设情境，激发兴趣----组织



探究，获取事实信息----研讨综合，概括具体概念分析总结，
形成科学概念实践运用，深化科学概念”五个教学环节进行
了本课的概念教学。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在教学中，我首先采用通过出示自己的照片（其实是我妈妈
年轻时的照片），让学生一下子兴奋起来并明确“之所以知
道这不是老师的照片就是因为老师与妈妈有不同的特征”。
从而引出了一些典型的特征，如：“有耳垂和无耳垂”
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本课开课部分的设计不仅
能瞬间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且又解决了“对典型特征的认识”。

(二)组织探究，获取事实信

“探究-研讨”教学法认为：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素，但概念
来自学生的感性认识。只有让学生充分接触客观事物，获得
大量事实信息，才能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信服地概括出具
体概念。所以在教学中，我采用先让学生统计班级同学的特
征差异，比较自己与父母的差异，寻找双胞胎之间的差异等；
继而再让学生通过观察苹果实物以及其它动、植物图片。在
这个探究过程中，我有意识培养学生边观察操作边思考的良
好习惯，让学生通过活动，自主获取以上的感性的事实信息，
凸显学生探究学习的主体地位。

(三)研讨综合，概括具体概念

当学生在一定的探究活动中获得了足够的感性事实信息后，
我就在相应的环节穿插引导学生“通过以上的比较和对数据
的分析，你发现了什么现象？”，“从刚才的活动中，你又
发现了什么？”从而使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大量事实信息
的交流、碰撞，让学生信服地概括出：人与人具有不同的特
征，植物同一物种之间具有不同的特征，动物也是如此这样
一个具体的`概念。



(四)分析总结，形成科学概念

的特征，这个现象叫做变异”“生物的变异现象是一种普遍
的现象，而且它也是生命的共同特征之一”。这个环节是非
常必要的，正如兰本达教授所说：所有概念的建立，都要在
浩瀚的事实中探求意义，探寻一个概括的体系，把一个问题
所有可能的特征都包括进去。

(五)实践运用，深化科学概念

学习科学的目的之一，是让学生能在生活中进行应用，并在
应用中重新研究科学。在本课的最后，我让学生“用学习的
遗传和变异知识解释：为什么自然界既有固定种类的生物又
如此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的生物？”使学生既巩固理解了
课堂所学，又将科学探究引伸到课外。

教学始终是一种不完美的艺术，课前我虽然做了很多准备，
但是本课依然存在很多的遗憾。这些遗憾将成为我以后教学
中努力的方向：首先，我在备课中应该“备语言”，加强语
言表达的训练，教师语言表达会直接影响到课堂的进程。其
次，在概括具体概念的环节，我应该更加相信学生，给学生
足够的交流、碰撞时间。

生物的变异现象教学反思篇八

《生物的变异现象》是苏教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下册二单元中
的第二课。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中“知道变异也是生物
的基本特征之一，生物与它们的父代及同代之间有许多不
同”来展开的，但是对于“变异”这个概念，学生的背景知
识非常之少，需要更多的感性知识和基础知识。作为一节概
念教学课，其中包含不少的名词、术语，如何就小学生的认
知水平、接受程度，尽可能地做到科学和准确？如何在学生
理解科学概念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科学素养？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关系处理本课的



教学。

1.知识与能力

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分，它们同样都
是构成个人科学素养的基本组成成分。科学知识构成了科学
的基本信息内容。科学能力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科
学知识是科学能力的载体，科学能力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一种
有效“工具”。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头脑空白的人能够解决一
些复杂的科学问题。反之，学生在建构科学知识的过程中，
通过猜想、预测、实验等技能达到对新知识更深刻的理解与
运用。所以在教学中我设计了“推测植物是否也存在变异现
象后让学生用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等方法对多
个苹果进行观察，从而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证据”这个环节，
就是要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推测能力和收集
证据的能力，同时也让学生获得了“植物也存在变异现象”
这个结论性的`知识。

2.探究与传授的时机

小学科学教学以探究为主，但是在概念教学中也应该充分发
挥传授的作用。探究教学能够亲历科学发现的过程，能够训
练学生的思维，能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解决科学
问题的能力。传授式教学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大量的知
识信息。教师在一些知识方面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支架时，教
师就应该进行一些传授。在“生物的变异现象”这一概念
中“同一物种”、“子代与父代”等术语大部分学生对于它
是陌生的，所以在教学的起始我就把它拿出来做以解释，消
除学生在理解概念中的障碍。当然，我的设计是先通过让学
生举例说明什么是同一物种来了解了学生的前概念后，如果
发现学生确实有异议后才开始解释的。这样做既了解了学生
的前概念又可以扫除概念理解中的障碍，一举两得。而在归纳
“变异”概念环节，我首先让学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事实信
息，有了较多事实信息后，我就引用“探究—研讨”教学法，



科学处理各种信息：“通过以上的比较和对数据的分析，你
发现了什么现象？”从而积极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分析、讨论，
学生通过将数据规律与实际的遗传现象相结合，“水到渠
成”的形成“变异”具体概念。

在设计本课其它的教学环节时，我也是始终围绕着处理以上
几种关系为主线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学生理解科学概念
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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