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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地球的表面》这一课的教学并付诸实践后，我进行了深入的教学

反思，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设定明确，旨在让学生认识到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是

复杂多样的，并且这些地形地貌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教学，学生基本能够识别

并描述常见的陆地地形，如平原、高原、山地、丘陵、台地和盆地等。同时,学

生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图片等资料，获得关于地形地貌特点的信息，并能用恰

当的词语进行描述。我进行了深入的教学反思，旨在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

为今后的教学提供改进方向。以下是我对本次教学的几点反思：

一、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

（一）科学概念目标：通过观察世界地形图和中国地形图，学生基本上能

够理解地球表面的地形地貌是复杂多样的，并且认识到这些地形地貌是不断变

化的。学生能够识别并说出常见的陆地地形，如平原、高原、山地、丘陵、台

地和盆地等。这一目标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二）科学探究目标：学生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图片和视频资料，获取关

于地形地貌特点的信息，并用恰当的词语进行描述。在小组讨论中，学生能够

根据已有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地形地貌变化的原因进行有依据的猜测。这一过

程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探究兴趣。

（三）科学态度目标：学生愿意交流自己的观点，并表现出对探究地形地

貌变化原因的兴趣。在全班性的研讨活动中，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分享自己的

观点，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四）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通过教学，学生意识到各种各样的

地形地貌是大自然赐予我们人类的宝贵自然遗产，培养了他们的环保意识和尊

重自然的态度。

二、教学过程中的亮点



（一）问题的聚焦：课程一开始，我通过一连串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地球

表面的样子及其形成原因，这一环节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为后

续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多媒体辅助教学：利用课件展示世界地形图和中国地形图，以及播

放海陆变迁的相关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观察和分析地球表面的地形地

貌，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小组合作与全班研讨：通过小组合作填写记录表，学生能够在组内

充分交流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初步的认知。在全班研讨中，各组学生积极汇

报，相互比较和评价，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

三、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一）时间分配不合理：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有些环节的时间分配不够

合理，导致部分学生在小组讨论和记录时显得匆忙，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入

的思考和交流。在后续的教学中，我需要更加精细地规划时间，确保每个环节

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深入的学习。

（二）学生差异的关注度不足：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导

致部分学生在观察和描述地形地貌特点时显得较为困难。在后续的教学中，我

需要更加关注这部分学生，提供适当的引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跟上学习进

度。

（三）反馈与评价不及时：虽然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小组讨论和全班研

讨，但对学生的反馈和评价还不够及时和全面。在后续的教学中，我需要加强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和评价，及时指出学生的优点和不足，帮助他们更好地

掌握知识和技能。

四、总结与展望

通过本次教学实践，我深刻认识到在今后的科学教学中，更需要注重培养

学生的观察、分析和探究能力，同时也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需求。

在未来的教学中，我将继续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升教学质

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