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汇总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总结怎么写
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总结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本节写字课，我以掌握左窄右宽字的写法为目标，创设教学
环节。我一直觉得无论学习什么，兴趣总是最好的老师。中
年级小学生的学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受兴趣的支配。凡是他
们喜爱学的，学习的持久性相对较长，效果也较好。我根据
三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以激发学生写字兴趣为切入点，做了
以下几种尝试：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
字习惯。”正确的写字姿势，不仅有利于把字写端正，而且
有利于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也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视力。教
学时，我利用表演、儿歌等宣传媒体，教给学生正确的握笔
和书写姿势，并表扬姿势端正的孩子，争取让每个学生做
到“姿势不对不动笔”。

每学一个字前，我总是先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感知中国汉字的
形体美，再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学生静心观察这个字左右两边
的占位问题，让学生在观察中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在写字时
就会自然而然的把“眼”中字变成“心”中字。

低年级的学生模仿力很强，老师也最容易成为学生的模仿对
象，因此，我们要抓住时机，利用自己整洁美观的板书对学
生进行渗透，让每个学生成为你的“粉丝”。同时，也能在
板书的过程中讲解写好左窄右宽字的要领，提醒每个孩子在



他们写字时也要像老师这样时刻提醒自己做到左窄右宽。

中年级孩子的特点是表现欲强，特别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
同学们的肯定。于是，我在写字教学中也设立了多种奖励机
制。凡是写得认真，规范，漂亮的字，我会立即将它在全班
展示，并当场给他贴上苹果笑脸，其他学生羡慕极了，也就
更加认真了。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写字首先要有正确的写字姿势和执笔方法，这对于低年级学
生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在课上我们让学生动笔之前，先摆
好姿势，时刻提醒学生注意写字和执笔的。姿势。同时，在
学生写字时，我们经常督促，及时检查，大力表扬写字姿势
正确的学生。除此之外，个别学生写字姿势不正确时，我们
可以走到他们身边，帮他们摆正姿势。

实践证明，学生如果能带着浓厚的兴趣学习，便会由被动变
得主动，注意力变得持久，观察力变得敏锐，想象力也变得
丰富。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多鼓励学生，让他们感到写字
是件很快乐的事情，这样学生才会以认真的态度去写好字。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利用表扬、鼓励机制可以激发学生写
字的兴趣。

要教学生写好字，就要帮助学生练好写字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必须教会学生基本笔画。在教会学生认识基本笔画
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笔画指导，包括顿笔的方法、
横的倾斜角度、竖要写直，注意垂露竖与悬针竖的区别、撇
要先重后轻空笔收回、捺要先轻后重，捺脚最重，还要注意
撇和捺的角度等等，直到现在，每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班
都会先练习基本笔画。

其次，要写好汉字的偏旁，这些偏旁的书写都有其自身的特



点和规律。我们低年级要求学生借助田字格来写字。我把田
字格叫写字老师，每次观察的时候，我这样说：看看谁和写
字老师最熟，写字老师最喜欢谁，以此提高学生的观察兴趣。

再次，掌握教学步骤。在实际教学中，我们根据写字课本身
的特点，一是直观示范。二是突破重点、难点。开始时逐笔
进行指导，重点笔画反复指导，督促学生反复练习。在指导
时，先观察田字格中字的占格，确定好第一笔的位臵，笔画
之间的稀疏与穿插，然后在黑板的田字格上作示范、演示，
边演示边讲解每一笔的要领，使每个学生都能清楚每一笔画
形成的运笔过程，然后再描红、练写、比较。在练字实践过
程中，让学生熟悉每个生字的间架结构，掌握了基本笔画书
写规律和运笔的技巧，让学生懂得如何把字写好，要注意的
是教学中切忌产生急躁情绪，要有耐心。可以说，这是个痛
苦的过程，但痛苦之后，就会是幸福。

在评价时，我们要使学生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增强自信
心，明确努力的方向。在教学中，我们采取了如下方法进行
评价：

1、在学生写字时，我们教师就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
学生的作品加以肯定。哪个字写得好，哪一笔写得棒。在巡
视的时候夸他们一句：你这一笔，写得真棒。另外，我们也
要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不仅能让学生学会欣赏别人的作
品，来促进自己，还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把写得好的同学的
字放到实物投影上展示，让全班同学欣赏，这样，学生写字
的积极性越发浓厚。

2、教学中，我们指导学生进行比较，教给比较、审美、欣赏
的方法。引导学生运用比较法进行自评、互评。如：自己书
写的字与范字比较，与同学书写的字比较，找出优缺点，扬
长避短，增添了写字的兴趣。

写字教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让学生写出一手好字，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只有从细微处入手，不懈地坚持，
才能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面对21世纪的国际教育挑战，音乐教育教学（此文来自）的
全新方式，是每个音乐教师认真探索的问题。前苏联著名教
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音乐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
养人”；卡巴列夫斯基认为：“音乐课枯燥无味是最无法容
忍的，因此，引起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使所有的`孩子们都
喜爱音乐，并在音乐中成长，是学校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
达尔克罗兹的教学宗旨是“体验音乐，体验情感。

不能把教师自己的经验强加于学生”；奥尔夫的“元素性”
不是单独的音乐，他是和动作、舞蹈、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参与的音乐，人不作为听众而必须参与其中；我国音乐教
育新大纲要求，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态度和自信心，培养创
造性和实践能力。具体到教学过程中，则从一点入手，以谈
话方式和游戏方式导入，螺旋上升拓宽知识面，以学生参与
体验为主，尽可能的使音乐属于每一个学生。

如何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鼓励在音乐课上的创造性，
愉快和求知的情绪学习音乐，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聆听
音乐的习惯，这是每个中学音乐教师认真探索的问题。我想
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引导和注意。

1、紧紧围绕教学大纲与教材内容，挖掘创作因素。如：教学
起始学生的器乐创作，教学中进行的节奏创作、变奏、回旋
演奏、结合创作多声部合奏，动静结合，使学生始终保持学
习兴趣和注意力。

2、通过欣赏表演活动又一次激起学生的创作欲望。在教学中
想通过这种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保持学习热情
及好奇心，努力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想象、表现、创造、



理解能力，力争突出音乐的特点。

3、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教师的爱护、鼓励、关心、尊重，让每
个学生都懂得爱。去爱大自然、爱生活、爱学习、爱劳动、
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小学阶段，学生的形象思维比抽象思维发达，他们的模仿能
力强。在写字教学中要注重准确示范，化难为易。在指导学
生写字时，示范十分重要，它是最形象、最生动、最切实的
指导。学生通过观察老师形象的动作，亲眼看到起笔、行笔
和收笔的全过程，直观地感受到运笔的轻重缓急和间架结构
的均匀、协调，能领略到书写汉字的韵律美和汉字的结构美。

示范时注意两点：

1、示范与讲解相结合。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听觉、视觉协同作
战，更快、更好、更准确地掌握书写要领。同时讲解边示范，
能使讲解得到验证，使示范获得阐释，相得益彰。

2、在田字格中示范。这样，一方面便于教师在书写时准确把
握笔画的位置、字体的大小，把字写得匀称、美观；另一方
面，有利于学生分析记忆字的书写特点。

我从学生规范执笔姿势开始，就一直严格要求学生的握笔姿
势，给他们找到了朗朗上口的小歌谣，每次写字之前都背上
一遍，例如：一抵、二压、三衬托，指实掌虚腕灵活，角度
适宜方向正，笔画轻重细琢磨。手指离笔尖一寸，胸口离课
桌边沿一拳以及眼睛离本子的距离一尺。这样进行强化训练，
耐心地教育他们，看清楚了再动笔，给他们讲“书法家小时
侯的故事”，并及时提醒，编成儿歌，鼓励他们坚持不懈，
相信自己克服困难。我板书时也要求自己尽量做到规范写字，
同桌之间相互监督。在我的严格要求下，学生们不论遇到何



种困难都能努力按要求坚持做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
们已经初步养成了正确的坐姿和正确握笔的好习惯。

在掌握了写字的要领以后，需要反复的练习，在练中学、学
中练，逐步掌握书写的规律。力求书写规范、端正，做到整
洁、美观，坚持不懈地练习会有助于良好习惯的养成。课内
练，回家练，不求多，只求精，做到每日必练，学生在教师
的鼓励、培养训练下，坚持练字，从不间断。经过一段时间
的不懈努力，学生的字都写得比较工整。总之，我觉得小时
候练就了一手好字，将会终身受益。“滴水穿石”、“铁杵
磨针”。正如前人所说，人贵在坚持，学习写字也一样，只
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就能达到预期的
学习目标。

戏剧课的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将全面反思自身的教学技能做为切入点，例如：我成功驾驭
本课堂了吗？学生乐于接受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吗？我的教
学行为是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的板书设计是否生
动、有趣、合理？半数是否对学生认读生词起到了提示和强
化的作用？我的课堂用语简单明了吗？我的身体语言能否起
到补充说明的做用？这中面面俱到的反思能帮住新教师从各
方面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准努力的方向，从而优化课堂教学。

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时可以从若干小的切入
点出发，反思自己的教学策略。如 ：

（3）记教学机智：把教学过程中偶尔出现的灵感或有效处
理“意外”的方法记录下来。

（5）记学生的见解：把学生在课堂中的“智慧”（富有创意
的英语句子、任务活动中的最佳合作方式等）记录下来，为
今后的教学补充新鲜血液。



以上是仅仅是两个例子，老师们在教学中还可以多角度、多
方法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将教学实践与教育理论相结合。
使自己的教学得到更大的提高，使更多的学生能够受益。

教师们在可后互动交流时的反思可参照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教学是否按计划进行？假如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什
么？

2、教学目标是否达到？怎样判定？

3、学生是否喜欢这堂课？怎样判定？

4、学生的反应与你的期望一致吗？哪里不一致？为什么？

5、对这堂课，你自己最满足的是什么？不满足的是什么？为
什么？

6、假如有机会，哪些地方你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