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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有助于我们寻找工作
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律，是时候写一
份总结了。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汽车发动机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针对这次优质课，我有以下几方面的反思和亮点:

一.课前和学生做好了沟通，课堂流程还挺顺利的。

二.课前用《汽车总动员》影片作为开头，吸引了孩子们的眼
球。

三.整节课下来，对孩子们的不同问题，不同答案，做了有针
对性的评价。

我觉得在直播时有以下值得讨论

1.是否露脸，我在直播时没有露脸，因为露脸会遮挡ppt的部
分内容，学生在发言时，露脸会影响课程的讲解，网速不好
的同学听到的声音和看到的画面是不完成的，易导致直播画
面不流畅。

2.直播时是否连麦。我在直播时采用了连麦，并且提醒孩子
们也可以在对话框中将想说的答案打出来，连麦是因为能够
及时与孩子们沟通问题，也能检查孩子们听课是否认真，整
节课下来，孩子们的课堂参与度还是很高的，相互之间的互
动也比较多。



3.关于课堂20分钟学生上传作业的数据。讲完课之后我给同
学们留了20分分钟的时间进行创作，我们班有一部分孩子绘
画能力较强，速度较快，在20分钟已完成作业，其他学生大
部分同学在课下完成了作业，并上传作业。从批改作业来看，
学生的作业还是比较认真的，有的同学画了两幅作品，作业
的形式也很多样。

四.对于学生作业的评价，我是对给每一个孩子的评价语都不
一样，主要是有针对性的评价，以鼓励性的评价语为主，并
且，评价语不能空泛，而要具体。

五.不足。这一节课我用时间是23分钟，主要是其中有三个与
孩子们连麦的环节，网速连不上，又重新连了几次，耽误了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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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是人美版第一册第十一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这
节课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对汽车的回忆、观察，大胆的把自己
所见所闻、所想所思的事物表现出来，从而培养学生造型表
现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其体验成功的喜悦。整体教学设计力
图体现，学生由兴趣出发到回忆生活中的事物，再到概括事
物的特征，最后运用这些特征表现自己的创造性想法。

我考虑到一年级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短的特点。以猜谜语导
入，培养孩子探究的'意识。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整节课课
堂气氛活跃，真正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让学生成为
真正的学习主人。课堂伊始，我设计了让学生听音辨车的环
节，充分调动了孩子的听觉能力，引发学生的兴趣，创造学
生探究学习的气氛。同学们积极踊跃的猜着汽车的名字，看
到自己猜对，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样学生很容易对教学内容
产生兴趣。在概括汽车特征这一重要环节中，学生在合作探
究气氛中讨论不同汽车的共同之处。教师主持学生交流时，
多鼓励学生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及时引导学生对汽车特征



的概括。教师的适时演示使学生对汽车特征的总结变的更直
观，学生头脑中形成的汽车特征也变的更明确。为了激起学
生创新的意识，我让学生欣赏设计师设计的未来汽车、同龄
小朋友的作品，特别是教师创作的海陆空多功能汽车，更让
学生大开眼界，兴奋不已，激发了学生创作的欲望。

但在教学展示评价方面不足，如课堂随机的一些评价，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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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是一首五言谜语诗，画上有山、水、花、鸟，给人以
鸟语花香、山水相衬的美感。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识字、写字
和练习朗读。课文扣住“画”这个谜底，抓住画的形象特点
展开描写，图文对应。这一课是学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篇诗
文。

成功之处：

教学时，我抓住教学的重点及难点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自主
读诗，画出生字借助拼音读准字音，用低年级小学生喜欢的
方法进行检查反馈：大屏幕出示生字请学生开火车认读；用
生字请学生抢读。在教学中，我坚持以读为本，让学生真正
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主体，通过自由读、分组读、男女生比
赛读、教师范读，引导学生图文对比，感悟诗句的内容。

不足之处：

诗句的节奏感很强，朗读时引导学生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味有
所欠缺。在引导朗读的同时，我没有指导学生去评价他人，
应该让他们从一年级第一学期起就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价活动，
从而培养他们注意学会倾听的能力和良好的评价能力。

改进措施：在读中感悟、体会诗的读法，激发学生对祖国语
言文字的热爱之情。在讲解过程中应善于总结学生在生活学



习中的识字方法，同时还适当的渗透一些识字的知识和方法，
采用活泼有趣的方式重复再现生字，让学生从整体上认记字
形，使识字得以巩固。

《画汽车》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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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汽车》教学反思

本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这节课是为了使学生通过对汽
车的回忆、观察，大胆的'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所思的事物
表现出来，从而培养学生造型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其体
验成功的喜悦。整体教学设计力图体现，学生由兴趣出发到
回忆生活中的事物，再到概括事物的特征，最后运用这些特
征表现自己的创造性想法。



我考虑到一年级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短的特点，创设了以卡
通形象汽车小子为主线的教学情境，和汽车小子一起旅行大
大激发了孩子的兴趣，调动了孩子的积极性，整节课课堂气
氛活跃，真正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让学生成为真正
的学习主人。课堂伊始，我设计了让学生听音辨车的环节，
充分调动了孩子的听觉能力，引发学生的兴趣，创造学生探
究学习的气氛。同学们积极踊跃的猜着汽车的名字，看到自
己猜对，欢呼声此起彼伏，这样学生很容易对教学内容产生
兴趣。在概括汽车特征这一重要环节中，学生在合作探究气
氛中讨论不同汽车的共同之处。教师主持学生交流时，多鼓
励学生以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及时引导学生对汽车特征的概
括。教师的适时演示使学生对汽车特征的总结变的更直观，
学生头脑中形成的汽车特征也变的更明确。为了激起学生创
新的意识，我让学生欣赏设计师设计的未来汽车、同龄小朋
友的作品，特别是教师创作的海陆空多功能汽车，更让学生
大开眼界，兴奋不已，激发了学生创作的欲望。

但由于教学经验不足，驾驭课堂的能力欠缺，如课堂随

机的一些评价，应该更有实效性，对于学生回答的问题点拨
的还不够到位。从学生创作的作品来看，学生独特创意的作
品比较多，但表述能力比较弱，老师应给予更多的耐心，以
便于他们的审美创作力的培养。

汽车发动机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1、欣赏歌曲，唱准歌曲2拍子节奏型。

2、学唱歌曲，通过姿体动作，大胆表现歌曲。

3、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4、幼儿能积极的回答问题，增强幼儿的口头表达能力。



能用自然的声音表现歌曲

愿意根据歌词的内容创编动作

歌曲录音带、创设马路场景

《纲要》中指出：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
术形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
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的表现方式，
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因此，通过游戏，能进一步让幼儿在
游戏中发展，在游戏中学习。本次活动表现了四种人物不同
的赶车情景，活动内容符合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在熟悉歌
词的过程中师通过引导，激发幼儿表演的兴趣。幼儿在唱唱
跳跳的过程中学习歌曲。

活动流程：律动导入__感知欣赏__学唱歌曲__游戏表现

一、律动导入：我们乘车去

导入部分：师弹奏摇篮曲，现在小朋友要休息一会了，天亮
了，快上车准备逛超市。

问：你刚才做了什么车去超市？是怎么赶车的？

引导幼儿学一学赶车的动作。

二、欣赏歌曲

1、欣赏歌曲，感受歌曲的旋律。

2、欣赏歌词。问：歌中说到谁去赶车？赶什么车？

三、学唱歌曲。

1、幼儿学唱歌曲，个别能力强的唱出歌曲。2、整体教唱歌



曲，重点指导幼儿唱好休止音及间奏的停顿。3、分组进行领
唱、齐唱的练习，要求幼儿有表情地演唱。

四、游戏表现

引导：双层汽车开来了，赶车了！引导幼儿边唱边模仿各种
类型的人赶车的动作。

音乐活泼，欢快，富有童趣。汽车是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交通工具，幼儿对此十分熟悉，音乐游戏：汽车开来了；
贴近幼儿生活，激发孩子的游戏兴趣。并通过游戏学习了简
单的交通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