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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历史教学反思篇一

展示的课堂不是演戏的课堂，课堂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舞台，
也是让学生展示的舞台。好学生就是在不断地表扬中，不断地
“出人头地”中，不断地自我感觉良好中成长起来的。后进
生也是在展示中暴露不足，取长补短，奋力追赶不断进步的'。
只有展示，学生才能有成功感、优秀感、羞耻感、落后感，
只有展示，才能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欲
望。展示形式应是丰富多彩的，唯其这样，才能体现学生个
性，尽其所长。演戏重在“演”，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取悦
观众，华而不实。

历史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上《书的历史》这一课，引入问到同学们去过图书馆和
书店吗？学生都说去过。由图书馆和书店有很多的书，也联
系到同学们日常上学，阅读用到的书。之后问到：同学们古
时候的书也是这个样子的吗？立刻有很多同学举手来分享，
有说到是泥板的、竹简的和乌龟壳等等。之后播放关于书的
历史的微课。从微课中了解到书的历史的.发展，对造纸术的
了解还有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简单认识。

看完微课之后很多同学想来分享，有说到蔡侯纸，有说到火
药的，有说到指南针（司南）的，同学们现在的阅读面还是



很广的，这里让同学们分享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最后回到我
们这一节课，继续探究书的历史。

书的历史离不开“纸”和书写材料的发展，活动一：体验不
同材料的书写感受。跟同学们简单介绍了对应材料的“笔”
这里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没有使用墨汁，考虑到要能重复使
用，用水代替了墨汁。为了更好的书写体验，也专门去找了
枯树枝。由于时间原因，就只让同学们开展了活动一。实验
过程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有序的，活动中都很兴奋，大部分
的孩子能有序的交换轮流体验感受书写，能及时的将书写感
受记录到自己的活动手册中。由于时间原因，活动一结束后
就下课了，只能下一节课再完成后续的内容。

历史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的设计线索脉络清晰，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把教
材内容分解成三部分：一、草原帝国的兴起。二、草原帝国
与西汉王朝的和战。三、草原帝国的消失。以匈奴政权的'兴
起、发展、消亡为主线串起全文。以汉匈的“战—和—战”
为中心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本课总结】约两分钟。第四环节【自我检测巩固提高】约
五分钟。

3。教学设计平稳扎实，知识脉络构建系统清晰，能用学生喜
见乐闻的形式，把握重难点适时形成课堂高潮。如：问题二
（3）观看《漠北战役》视频再用上节课总结的学习史实的方
法概述漠北战役的经过和影响（时、地、事）。问题二（4）
你赞同这时再实行“和亲”政策吗？（创设汉元帝朝辨情景，
学生分文武大臣两组辩论）假如你是王昭君，你愿意出塞吗？
这使大部分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出现有效知识生成，
达成教学目标。

4。能挖教材，找立意，联系生活，关注社会，引导学生扩散



思维。如：问题二（2）结合史实比较一下，汉初对匈奴的政
策与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政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不
同，请用史实说明（政治、经济、军事）。———关注社会：
放眼当今世界，你认为中国立足于世界取决于什么？。问题三
（1）天56个民族中有匈奴族吗？匈奴族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做
出了哪些贡献？问题三（2）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拥有56个民
族，那么今天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呢？。

历史教学反思篇四

历史情景教学在历史课中应用后，效果明显。

在讲完禁烟运动后，学生们还沉浸在虎门销烟胜利的兴奋、
喜悦和痛快当中，我把话头一转，说到：

“当中国人民正在欢庆虎门销烟的胜利时，英国议会却一片
大乱，英国外相巴麦尊正在大放厥词：‘先生们，在遥远的
东方，那个古老衰败而又愚蠢守旧的庞大帝国，长期以来就
一直拒绝跟我们进行全面的贸易，只允许一个小小的港
口——广州一地跟我们通商，这使得我们的`商品不能够从中
赚钱。这早已为我们所不能忍受！现在竟然又野蛮地把我们
商人辛辛苦苦运去的、用以养家活命的、能给我们大英帝国
带来无限利益的大批的商品，全部给予销毁！使我们的商人
和我大英帝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是我大英帝国的奇
耻大辱！我要求议会批准政府派遣远征军去惩罚那个极其野
蛮的国家！要狠狠地教训它！要迫使它开放更多的港口，要
保护我们天经地义的合法贸易！’同学们，你们对此作何感
想呢？”

历史情景教学，是先给学生创设一种能激发起兴趣的历史情
景，使学生思维活跃，积极思考，竟相发表各自的意见。当
出现争执时，不要轻意否定任何一方，并鼓励求异思维，让
各方面的观点都摆出来，然后和学生一起在平等、民主的气
氛中进行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尽情地发挥他们思维的潜力，



广泛地进行交流。经过师生共同探讨、交流沟通，对历史的
感悟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历史教学反思篇五

展示的课堂不是演戏的课堂，课堂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舞台，
也是让学生展示的舞台。好学生就是在不断地表扬中，不断地
“出人头地”中，不断地自我感觉良好中成长起来的。后进
生也是在展示中暴露不足，取长补短，奋力追赶不断进步的。
只有展示，学生才能有成功感、优秀感、羞耻感、落后感，
只有展示，才能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激发学生的学习欲
望。展示形式应是丰富多彩的，唯其这样，才能体现学生个
性，尽其所长。演戏重在“演”，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取悦
观众，华而不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