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精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篇一

在原小学《常识》课中，也有对岩石进行观察、描述这样的
教学内容，但本课的教学则具有很大的开放度。首先，《常
识》教材中，要求同学观察的岩石是教材确定的五种，而科
学课上，同学通过自身的搜集，可以得到更多的观察资料，
通过同学相互之间的交流，又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局限在
教材所例举的`几种；第二，《常识》教材对观察方法作了比
较明确的指导，要求同学运用看、刻、滴几种方法了解岩石
的特征，而科学课上，同学可以调动自身的各种感官去认识
自身喜欢研究的岩石，还可以借助其他的工具，对岩石作更
深入的了解，因此，同学的自主性能得到更充沛的发挥，同
学对岩石的探究也会发生更浓厚的兴趣。

在教学中，我为同学提供了放大镜、刻刀、盛水的烧杯、磁
铁等工具，要求大家选择自身喜欢的岩石，尽可能多的用各
种方法进行观察，把观察到的岩石特征作出记录。同学观察
后的汇报真是精彩纷呈：

“我用眼睛看，知道我的这块岩石是白色的，形状不规则的。
”

“我的岩石有花纹，里面的颗粒很细。”

“我闻了闻，感觉有点像泥土味。”

“我摸了一下，觉得很光滑。”



“我舔了一下，感觉没有味道。”

“我用小刀刻了一下，有一道痕迹。”

“我把它放在水里，沉下去了。”

“我用放大镜看，发现岩石里面的颗粒有的大，有的小。”

“我发现我的这块岩石有像玻璃一样的光泽。”

“我的岩石是不透明的。”

“我敲了一下，发现声音很脆。”……

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篇二

酸和碱的知识对学生来讲一直是个难点，学生一学到此知识
都会产生畏惧心理。本节课将教材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调整，
重点是介绍常见酸的主要物理性质和特性，将酸碱使指示剂
变色的内容放在酸的化学性质那一节课，所以本节课的学习
难度不大。此节课这样设计一方面是体现由浅入深，另一方
面也希望能打消学生的畏惧心理，从学生亲身体验入手引出
问题，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好酸和碱的知识打好基础。

授课过程中，利用食物味道和生活中常见的酸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感性材料，从而获取对酸和碱的感性认识；并通过对比
学习、学生亲自观察和动手实验的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和参与的热情，体验到收获的喜悦。通过实验探究和和教
师的分析实验现象，帮助学生推理出浓盐酸和浓硫酸的特性；
同时在使用浓硫酸时，强调注意它强烈的腐蚀性，因此在做
实验探究三稀释浓硫酸时，考虑到有一定的危险性，由教师
亲自演示实验。通过这样的设计提高学生观察分析、应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辩证思维的方法，教学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归纳酸的化学式特点，为下一节学



习酸的化学性质做好铺垫。

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篇三

到六年级时，学生之间的差异很大，那么如何有效地组织复
习，让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构建量的计量的知识基础，同时
也让学生不觉得复习课枯燥乏味呢？在上课时前，为避免复
习的枯燥，我设计了符合本课的课前练习。我选用一篇源于
生活而又“笑话百出”的日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在开
心一刻时，感受到学习量的计量的重要性，课一开始就营造
了一种轻松活泼的气氛。由改日记，从日记中找出常见的量，
围绕本课的复习重点设计，唤起学生回忆，再现旧知，为本
课系统复习常见的量及进率做好铺垫。所以在课中，学生能
在整理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知识网络。

在整理归纳这个环节中，我以小组为单位，放手让学生用填
写表格形式整理，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去感受常见
的量及这些量的具体表象，在汇报交流结果时，让学生去感
受去体验，如：1千克大约有多重等。

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篇四

通过本节授课，我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反思，在总
结经验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足。

成功的地方：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本节从学生亲身体验入手引出问题，
较好的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好本节打好基础。

本节课学习难度不是很大，学生可以亲自设计实验、动手探
究，方便易操作现象明显的实验，亲自体验当魔术师的感觉，
尝试合作的力量，体验解决困惑后的喜悦。通过实验探究，
初步学会用酸碱指示剂识别酸和碱，并通过对比学习浓盐酸



和浓硫酸的物理性质和它们的特性，也是为以后学习酸碱做
好辅垫。

授课过程中，利用食物味道和回忆感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
性材料，从而获取对酸和碱的感性认识；用小魔术形式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体验到收获的喜悦。从而
到出酸碱指示剂，并会用指示剂区分酸碱溶液；通过实验探
究和图片的展示，帮助学生推理出浓盐酸和浓硫酸的特性，
同时在使用浓硫酸时，注意它的强烈的腐蚀性，从而提高学
生观察分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辩证思
维的方法。教学效果比较好。

不足的地方：

在讲授酸碱能使指示剂变色时，有点杂乱。

总之，教学传授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只有认真进行反思，
才能在今后的教学中得到不断的完善，水平才能提高。

常见的碱教学反思反思篇五

1.反思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学生刚了解氢氧化钠能与二氧化碳反应，就提出“书写so3
与ca（oh）2反应的化学方程式”的要求，不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不吹自大的气球”用以说明氢氧化钠溶液与二氧化
碳气体发生了反应，没有学生提出问题：“会不会是co2被水
吸收了呢？”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并做对比实验。对
“氢氧化钠用来除油污”的用途，没有关注课本p55“氢氧化
钠能与油脂反应，在生活中可用来去油污”的表述，若能比
较一下汽油去油污、洗涤剂去油污与氢氧化钠去油污的原理，
就能更有效地将新旧知识融合，形成知识体系。

2.有效预设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所用生石灰不是块状的，实验现象不明显。播放【实验10-8】
的录像，降低了实验的可信度。没有探讨“氢氧化钙溶液常
用于检验co2气体而氢氧化钠溶液常用于除去co2气体”的本
质原因。有效教学的核心就是教学的效益，学生有无进步或
发展是教学有没有效益的唯一指标。教师应遵循教学活动的
客观规律，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教学行为，掌握有关的策略
性知识，备课过程中有效预设，教学过程中有效生成，以尽
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
从而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