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实
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一

学生初次接触到科普说明文，对于这种文体，学生比较陌生，
对其写作方法所知甚少，学生在理解和掌握上有一定的难度。
这节课的重点在了解太阳的特点及其写作方法，课堂中我借
助课件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到太阳的大、热、远这些特点，
使他们的形象思维得以发展。

太阳与地球的关系，文中表述的较概括，学生不易理解，这
时多媒体的运用，使文字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学生
切实感受到太阳对地球的重要性。学生小组讨论激烈，最后
汇报时，发言积极，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
念。在备《太阳》这一课时，我首先与同级老师确定本课的
教学目标：

1、了解太阳的`三个特点，知道太阳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

2、体会关联词的作用。能够正确填写关联词。

3、了解几种说明方法。定教学重难点：理解课文内容，了解
太阳与地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使学生受到热爱科学，热
爱大自然的教育。

然后围绕教学重难点设计教案，由浅到深，层层突破。课堂
中，我先引用后羿射日的故事导入，引起学生学习本课的兴



趣，然后让学生从故事发生的不可能从文中找出有力证据，
有简洁的词语概括太阳的三个特点：远、大、热，并适时总
结说明文中说明方法的运用。在讲解第二部分太阳与人类的
关系时，我遵循新课标中“自主、合作、探究”的方法，大
胆的放开手让学生根据自学提示从文中找相关句子，在小组
中交流自己的意见，汇报时教师做简单总结就可以了，这样
既能锻炼学生自学的能力又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节课下来，我发现学生学有所获，基本上达到了我预定的
教学目标，但也存在不足的地方。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我设
置的环节比较多，指导朗读过于少；文中有一个反问句，在
学生说出之后，教师只进行了知识点的训练，强调了反问句
和陈述句的转变，没有向后的延伸，也就是引导学生理解：
作者为什么使用反问句，其目的是突出太阳的特点，体会说
明方法的好处，进而在进行读写结合，学以致用；对于生生
互评，要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方向。通过学校领导的点评，
让我受益良多，我相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会成长的更快！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二

第一处“番茄太阳”的含义是三句中最简单的一句，我让学
生上台边拿着番茄结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这句话？但教
具番茄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我的目的是想让学生能更好的
想象明明抚摸番茄后对太阳的感受，并能排斥掉明明所说
的“番茄太阳”就是番茄的想法，但事与愿违，其中交流的
一位同学反而觉得“番茄太阳”就是番茄。我想：让学生先
在读中品味这句话，知道“番茄太阳”的含义后，再让学生
结合动作和神态读好明明的句话，体会明明心中对太阳的印
象。

第二处要让让学生体会“明明的笑脸”就是作者心中最美
的“番茄太阳”是一个难点，我让学生走进了文本，捕捉作
者对明明笑的描述，然后通过课件集中出示，让学生在读中
感悟明明的.笑是一种活泼、开朗、天真、像天使一般的笑。



之后，以问题“但是，明明和我们一样吗？”来感悟明明的
笑更是一种坚强、乐观、自信、勇敢……的笑，从而更好的
理解作者所述“看着她的笑脸，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番茄太
阳”。这是对“番茄太阳”的含义由浅而深理解。

第三处“番茄太阳”就是明明的笑脸和美好的心灵，而明明
的笑脸和她那美好的心灵就像明明心中那美丽的“番茄太
阳”一样灿烂美好。在这处，我抓住作者的感情变化：灰
暗—温暖—快乐—喜欢—感动。引导学生体会明明美好童心对
“我”的感染，但是学生在这处的理解还是不够到位。

学完这篇课文以后，我被明明感动了，学生们也被明明感动
了，他们知道了要像明明一样坚强、乐观，快乐地生活着。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三

我们来看《太阳》教学过程的案例：

（１）读课文，学习文中生字新词。

（２）了解太阳的特点——形体大、温度高、距离远。

（３）理解太阳与人类的关系——杀灭病菌、形成风云雨雪
等。

先放一段太阳活动的录相，而后问学生还知道有关太阳其他
什么知识。教师倾听学生的发言，随机整理出如下知识点：

（１）太阳的大家庭中有九大行星；

（２）太阳也会熄灭，大约要到５０亿年以后；

（３）日食现象；



（４）太阳的自转和公转；

（５）太阳黑子对地球的影响非常大……

最后，让学生课外收集资料出一期“太阳”知识的报纸。

听完这节评优课后，笔者疑惑重重：

不能否认，语文课的确有知识教育的作用，也即是学生从语
言文字中获得语言、文学、文化知识。但是，语文教学毕竟
有自己的专司之职——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
文字，舍本逐末、喧宾夺主从来就是愚蠢的行为。笔者强烈
呼吁对语文材料（主要是课本）中语文信息的取舍要语文化。
教科书所提供的语言信息并非都是具有浓烈文学和人文信息
的文学作品，怎样从教科书所提供的语言信息中精选出为语
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所规定的那些最具有语文价值的部分，
精心地研究并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它，不能不成为语文教师在
备课前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不是从是否具有语文价值
出发去判断、筛选、规定语文材料，必然失去对语文教学的
语文化的控制，使语文课丧失语文的本质特征。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四

设计这个活动的初衷，是想引导孩子大胆想象、大胆装饰。
因此，我的策略运用紧紧围绕这一初衷。通过情境，启发幼
儿思维。一方面，以暖洋洋从光芒的情境，给幼儿开启思考
之路。另一方面，以情境性的语言，来感受用不同物品装饰
太阳的有趣，激发他们送光芒的兴趣。本次绘画活动的难点
在于方位的变化，要围绕太阳，对此，在示范时突出解决方
法是强纸旋转来作画，这样能有效的简化这一难点。

在这个活动中，我也存在不足之处：没有及时捕捉幼儿绘画
时的技巧，如当幼儿画光芒的时候，虽然形状不错，但方法
不是很好，可适时介绍更方便的绘画方法；还有就是虽然将



转纸的解决方法提出，但在真正的指导中却忽视了这一点，
只将重点都集中于光芒的表现形式上。

但总体来说：今天的活动中，孩子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
们能够结合自己的想法，用不同于老师范例的图形来装饰太
阳的光芒，说明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思维的方法，
而不是单纯的模仿。这也是开展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美术活动，除了技巧上的学习，更要重视幼儿绘画、创作的
兴趣的培养。

《太阳》是一节美术活动，而在这一活动中，我觉得目标将
幼儿框得太死，所以我就目标进行了一些调整：

1.能大胆运用生活中常见事物的图形，表现太阳的光芒。

2.感受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太阳光芒的有趣，体验为太阳送凉
快光芒的快乐。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五

细节一：刚刚我们感谢了太阳，是太阳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那么你仔细观察过太阳吗？每天看到的太阳总是一样的吗？
（不是）那有什么变化？（太阳有时很大，有时很小；太阳
光很强，有时候很弱；太阳的形状也不一样，有月亮形的，
有圆形的；太阳的颜色有时是黄的，有时是红的；太阳早上
到晚上的地方不一样）小朋友一下子说出了那么多，那呀，
太阳的颜色会变；它的光线有时强有时弱，光芒也会变；太
阳早上从东面升起，中午在我们头顶上，下午到西面落下，
它的位置也会变。

细节二：老师今天画了一幅太阳图，我们来看看，它跟我们
平时看到的太阳有什么不一样？（它有好多好多的光芒）那
你发现了这些光芒都是由什么组成的（由好多的图形和线组
成的）那谁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呢？（这个是由一个一个正方



形组成的；一条条波浪线；像墙一样的线；）

在细节一中原认为孩子对于这个问题说得会比较少，也担心
因此会冷场；可是却恰恰相反，孩子们非常要说，而且说得
都非常的不错，不仅把太阳的颜色、位置、光芒都说出来了，
还把老师没有涉及到的太阳的形状等都说了出来，这让我感
到非常的惊喜，可以看得出来平时孩子们观察得还是比较的
仔细的。

在细节二中让孩子们观察示范画，孩子们也都得非常的好，
说出了这些光芒的组成，为孩子们的作画打好了一定的基础。

整个活动中较好的完成了活动目标“尝试用图形和线条的不
同组合，创作出变化的太阳光芒；喜欢线描画图案的变化，
产生创作的兴趣”。从孩子们的作品中看出孩子们的创作欲
望非常的强烈，不仅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光芒形状，还用到了
各种各样的颜色，让太阳的光芒变成七彩光；有的孩子还帮
助太阳画上笑脸、红通通的脸蛋，每个孩子都画得非常的棒。

不足之处：在让孩子们想象并上来画一画你想到的光芒中，
请了6、7个孩子，这里用的时间较长，所以导致整个活动的
时间就显得长了很多。孩子示范画得太多也会影响孩子们的
创编作画。

太阳的位置和方向教学反思篇六

本环节由太阳公公的一番话引出：“原来是因为我太远、太
大、太热了，害得我们不能往来。以后，我还是孤零零的一
个人，孤独寂寞的日子想想都害怕，哎！干脆让我消失在宇
宙中吧，再也不要伤心了。再见了，朋友们！”让同学们小
组合作学习课文4―8自然段，找到充足的理由劝说太阳。进
而让同学们联系生活实际说说太阳和我们的关系。这样自然
而然学生体会到没有太阳就没有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