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篇一

这是一节场景型的数学实践活动课。整节课以“参观果园”
为线索，让学生提出数学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对果园的情
景是否感兴趣、是否熟悉，是能否上好这节课的前提。刚开
始上课，先让学生闭上眼睛，想象参观果园的情景，使学生
仿佛置身于童话故事之中。到了果园后，映入眼帘的是果实
累累的果树林，学生对果园的情景立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把主题图的场景分四个层次呈现:果树、小动物运水果、小动
物摘果子和小鸟，这样既让学生有渐入佳境之感，又便于学
生从大量的信息申选择相关信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的探索为主线，教师是学生学习活
动的促进者。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样一个学习活动:观察
场景、收集信息从多个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整个学习
过程是开放的，教师以小动物的身份提出了一个有关方位的
问题，进行引导：为了弄清方向，小鹿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既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现实意义，又对学生思维有很好的
引导。其余大量的问题都是由学生自己发现、提出来的，学
生的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例如“请问这些
小动物推的水果有什么规律吗？”这样的问题。总之，学生
在学习活动中，不仅能对已学知识综合运用，还体会到学习
数学的情趣及数学的价值。

教师把组织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与合作学习结合起来，



当学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时，通过小组交流，在求异探索、
互说互议中获得更多的展示自己和取长补短的机会，培养合
作意识。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要”，本节课为学生
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合地创设了问题情境，变“学答”为
“学问”，让学生在提出问题、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培养问题
意识。

数学知识源于生活又用于生活。这节课除了让学生在参观果
园的过程中从数学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外，结束前，还把
学生的思绪从虚拟的果园中带回到现实世界，让学生通过身
边的实例进一步认识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数学知识运用
于生活，并利用学生的兴趣和意愿，把这一认识活动延伸到
课外，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事物的意识和兴趣，
感受数学的作用，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

总之，这节课的教学体现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学理
念，教师注重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获得对数学的理解，同时
使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情感态度等方面得到较为充
分的发展。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篇二

我在上这节的时候，让学生观察图说说整体看到什么？学生
就比较简洁的回答，然后在后面的教师再一步步的引导学生
跟着教师步骤走，并适时地在算一算这个部分分放手放手让
学生自己观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收放适度，而且教师容易掌握课堂。“丰收”这个词和本节
课的内容相关，让小朋友们和小动物们一起丰收增加了趣味
性，也指出本节课是一节综合课，会用到很多前面学习过的
知识：数一数，比一比，认一认，算一算。

《丰收的果园》，这节课主要是综合应用已经学过的认位置



知识、认数、比较数的大小，10以内的加减法、以及在丰收
的果园这一场景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体会解决问题的办
法。

小朋友们在对复杂场景里的内容眼花缭乱，所以注意加强引
导，省得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提一
些类似的问题，表达方面也越来越完整，越到后面举手的小
朋友越来越多，课堂气氛比较活跃。

在上这节课之前试上了2次，每一次都反思并且改进。就比如
在最后教学算一算那里，到底是引导学生看图说还是放手让
学生自己观察到什么就说什么？怎么引导又如何放手？怎样
把握每个环节的时间等等。

总之，这次听课，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
感。在以后的教学中，本着吃透教材，吃透学生，提升自身
素质方面去努力，不断学习，博采众长，充分利用学习机会
积淀教学素养，亮丽自己的教学生涯。

在以后的教学中，本着吃透教材，吃透学生，提升自身素质
方面去努力，不断学习，博采众长，充分利用学习机会积淀
教学素养，亮丽自己的教学生涯。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篇三

内容，总感觉本次教学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课堂教学
实施下来，才发现一堂课的教学容量实在太少（原来的课型
都是设计了相关的课堂练习的，今天的这堂课没有设计相应
的课堂教学内容，所以课堂上的最后十分钟教学完毕，只好
进行口算练习和相应的），到底要设计怎样的练习内容，各
位不妨多提宝贵意见。

知识点，对于方位的练习，本堂课上自我感觉不够重视，没
有设计好学生的思考提纲，学生在课堂上对于这样的提问思



考的量比较少，回答的面更加少，部分学生根本没有表达的
机会，所以在课堂上没有很好地观测到大面积的学生知识掌
握情况。对于加减法的训练，本堂课上训练的量比较多，很
多学生都能够准确说出相应的算式，看图列式、理解算式的.
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就这一点而言，课堂上学生的表
现还是比较理想的。有些学生甚至已经很迫切地去计算梨子
的总个数了（超过十，计算的数据比较大。）这样就为后面
学习十几的加减法做了一次经验的铺垫。

对于教学设计，感觉比较粗糙，课堂上总有不够流畅的地方，
由于教学语言的不够流畅，带来学生思考问题的正确率不高，
看来，每堂课的教学我还是要精心准备一下的。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篇四

1、数学问题、解决问题。

学生对果园的情景是否感兴趣、是否熟悉，是能否上好这节
课的前提。我们的学生毕竟生活在农村，对果园什么的还是
比较熟悉的，因此，课始我先让学生闭上眼睛，想像参观果
园的情景，使学生仿佛置身于童话故事之中。“到了”果园
后，映入眼帘的是果实累累的果树林，学生对果园的情景立
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主题图的场景分四个层次呈现：
果树林的场景+小鹿、小羊到果园参观的场景升动物运水果的
场景+动物摘果子的场景，这样既让学生有渐入佳境之感，又
便于学生从大量的信息申选择相关信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2、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整个教学过程，以学生的探索为主线，教师成了学习活动的
促进者。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这样一个学习活动：观察场
景、收集信息从多个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整个学习过程
是开放的，教师引导性地以小鹿身份提出了一个有关方位的
问题：“为了弄清方向，小鹿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既是



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现实意义，又是对学生思维的引导。其
余大量的问题都是由学生自己发现、提出来的，学生的创新
潜能得以释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诸如“请问这些动物推的'
水果是按什么规律排列的”这样的问题。总之，学生在学习
活动申，不仅是对已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还体会到学习数学
的情趣及数学的价值。

3、组织学生用恰当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

教师把组织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与合作学习结合起来。
当学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时，通过小组交流，在求异探索、
互说互议中获得更多的展示自己和取长补短的机会，培养合
作意识。

4、问题情景申培养问题意识。

音乐栗子大丰收教学反思篇五

《我的长生果》是一篇拓展阅读课文，教学中应该让学生自
读自悟，以文为本，读中思考，读中领悟，在文中读出想象
来，不能讲的太多，很多词语要让学生联系上下文自己去理
解。因此，我先让学生自读自悟，从文中读出想象来，引导
学生结合重点段体会作者情感，对阅读的热爱，把酷爱读书
这种情感贯穿始终。这篇课文很长，如何在一节课内完成这
篇课文的学习：

首先我让同学们运用以前所学的阅读方法进行快速地阅读，
迅速地捕捉文中所传递的信息。

第二、应该放手让学生自读自悟，然后全班交流，教师点拨，
既做到以学为主，也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第三、精心处理教材，紧扣文章主线展开教学，教学线路清
晰，重点突出。



学了这篇文章，学生受益无穷。里面的好词佳句数不胜数，
让人看的眼花缭乱，如别出心裁，如痴如醉，呕心沥血，如
饥似渴等……文中用了大量比喻，描写生动具体，写的很真
实。文中还有一句莎士比亚的话：“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作者还提了建议，阅读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想象力，还能
让我们得到充分的知识和智慧。读了这篇文章学生明白了：
要别出心裁，落笔要有与众不同的“鲜味”，作文要写真情
实感，也离不开借鉴和模仿,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应是自己呕心
沥血的创造!我相信，学了这篇文章后，学生不仅会爱上读书，
而且也学会了许多写作方法。

上完这篇课文，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一定要让学生喜欢阅读，并倡导阅读的氛围，学生的习作水
平也将在爱上阅读的同时提升。同时我们老师平时也要多读
书，做一个爱读书的老师，一定会幸福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