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实用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优秀的总结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
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今天，我读了《爱心树》这本书，大家可能会有所疑
惑：“树怎么会有爱心呢?难道是树上长满了爱心吗?”等会
儿你就明白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一棵大树十分喜欢一个小男孩，小男孩
也十分爱戴这棵树，每天跑到树下嬉戏玩耍、在树荫下睡觉。
可是时光飞逝，小男孩长大成人，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向
大树索要需求的东西，它总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最后，孩子
老了，只想找个地方坐坐，大树又答应了他，大树很快乐。

读完了这个故事，它虽然十分简短，却让我一下子明白了许
多，懂得了许多，俗话说得好：“小故事，大道理!”让我印
象最深的两句话是：“把我的树枝砍断吧，用它做船，你就
可以航行到远方去了;大树很快乐!”故事中的那棵树，它一
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小男孩度过困难，他却一声不吭地走了，
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直到后来，还忘记了这棵大树。这
就像是比喻生活中长大成年的儿子忘记了养育自己多年的老
母亲。这不是一棵普通的大树，它和某些人一样，充满着一
颗爱心，和雷锋一样，同样拥有着高尚的品质。我们应该用
一颗充满温暖和爱的心来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别人遇到
困难时，应该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
助别人，不去索要需要的报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



心，就会对老人生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
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巴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
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接受，也不是
在于争取。”是啊，我们应该学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去
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现在，我明白了，解决了刚才的问题，这棵树不是长满了爱
心，而是充满了那个小男孩所没有的爱心，爱是无价的，更
是宝贵的，有它的人要长期保持下去，没有的人要学会去拥
有。爱，真伟大!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教学目标：

1、引领学生置身绘本情境，展开丰富想象，激活言语思维，
强化言语表达，丰厚绘本内容。

2、培养学生边读边思的阅读习惯。

3、在阅读中，理解“给予”的崇高含义，感受爱与被爱，懂
得感恩。

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超前悬思

美国教育部评选的百部最受教师和孩子喜爱的书之一

这本书，胡老师读了好几遍了，每一次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这样的一本书，你们想读吗？

3、就是这样一棵大树，他会和这个小男孩发生些什么故事吗？



你能猜一猜吗？（生猜）（师相机点评）

4、读书啊，就得这样一边读一边想读着读着，想着想着，你
能从文字中，画面上读出更多的东西。让我们一起边读边思，
走进这个故事。

二、讲述故事，边读边思，把书读厚

（一）感受快乐

2、师讲述：男孩儿每天会跑到树下采集树叶，做成皇冠，想
象自己就是森林之王。他也常常爬上树干，在树枝上荡秋千，
吃树上结的苹果。同大树捉迷藏。累了的时候，就在树荫里
睡觉。小男孩爱这棵树，非常非常爱他。大树很快乐。

（1）大树为什么会这么快乐呢？（生答）

小男孩采集树叶做成王冠，大树的枝条？？

小男孩爬上了树干，大树的枝条？？

小男孩和大树玩起了捉迷藏，大树的枝条？？

小男孩累了在树下睡觉，大树的枝条？？

小结：透过这一幅幅画面，我们走进了大树的内心，感受着
在它心底流淌着的快乐。边读边思，就得这样借助画面插上
想象的翅膀。（板书。）

（二）品味“给予”

1、师讲述：但是，时光流逝，孩子逐渐长大，大树常常感到
孤寂。画面上只有这孤零零的大树了，小朋友们，看看图画，
说说你所看到的所想到的吧。（生交流）大树的树枝交叉着
下垂，那么落寞，枝条底下的树干上，分明是男孩小时候与



大树最亲密时刻画的爱心，然而爱心仍在，却惟独不见男孩
的踪影。

（1）小朋友，男孩来了，他没有再和大树一起玩耍，他来干
什么了呢？（师边讲述边擦去大树：大树上那红通通的.苹果
没有了，碧绿青翠的枝条没有了，挺直的树干也没有了，这
时它剩下了一截矮矮的老树墩了）

还是赶紧从故事中去找找答案吧。学生自行阅读。又过了很
久，那孩子又来了。“非常抱歉，孩子，”大树说，“我没
有什么可以给你的了。我没有苹果了。”“我的牙齿已经老
化，吃不动苹果了。”孩子说。“我没有枝条了，”大树说，
“你没法儿在上面荡秋千了——”我太老了，不能再荡秋千
了。”孩子说。“我也没有树干，”大树说，“不能让你爬
上去玩了——”“我很疲倦，爬也爬不动了。”孩子
说。“真是抱歉，”大树叹了口气，“我希望还能给你点儿
什么东西……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是个老树墩，
真是抱歉……”“我现在需要的实在不多，”孩子说，“只
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好好休息。我太累了。”“那好吧。
”大树说，它尽量把身子挺高，“你看，我这个老树墩，正
好叫你坐在上面休息。来吧，孩子，坐下吧，坐在我身上休
息吧。”于是孩子坐下了。大树很快乐。

（1）交流：在故事中哪些句子让你感动？或许说你印象中最
深刻的是哪句话？评点：读书就得像你这样擦亮智慧的眼睛
边读边思。

（2）故事结束了，画面定格在了这儿。男孩已经是白发苍苍，
一身疲惫；他就坐在这棵原本挺拔的老树墩上。此时，男孩
子也许在回忆？？此时，男孩也许在向大树倾诉？？此时，
男孩也许在？？（生交流）

（3）就这么一边读一边想，把这本薄薄的故事书读“长”了，
读“厚”了，读“深”了。



三、扣问心扉，掩卷深思，把书读薄

2、小结：读着，想着，你看，这本书薄了，变成了一个词，
一句句子，深深地印在了我们心里。老师更希望这棵满载着
我们大家思想智慧的爱心树能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板画）

四、流泻心声，笔录所思，把书读活

1、请问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像大树一样给予了我们
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却还没有回报过一点点呢？在书的封底，
有这样一句话，（出示）看了这本书，孩子会更爱妈妈。现
在，你理解这句话了吗？（生交流。）

2、小结：或许，我们的妈妈真的就像这一棵大树，默默无闻
地给予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到了幸福、温暖、
快乐！

3、现在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的吗？请你大声说出来吧。

4、听着大家的交流，老师也很感动，我也做了首小诗，跟大
家分享一下“有这么一棵大树，春天倚着她幻想；夏天倚着
她繁茂；秋天倚着她成熟；冬天倚着她沉思；这棵树就是我
们亲爱的——妈妈！（师配乐朗读）

5、让我们一起来祝福天下的妈妈，用我们心底最最真诚的心
声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都身体健康！一生平安！

五、总结读书方法——边读边想

小朋友，这节课，我们不仅收获了一个故事，获得了一种启
迪，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学会了一种读书的方法，那就是边读
边思。我今天把这个我很喜欢的故事于大家一起分享了，那
么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请说说你的原因。



六、作业

1、回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

2、把你想对妈妈说的话写下来，并做成卡片，送给妈妈。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本课属于“设计·应用”领域里的教学内容，旨在使学生通
过了解相框的相关知识，进一步学习如何利用身边容易找到
的材料，设计和制作小相框，并用来美化、装饰自己的生活
空间，从而实现“学以致用”，完成“设计·应用”领域所
设课程的基本要求。在小相框的选材、设计、制作的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主要培
养五年级的学生动手的能力与创造思维，让他们感受生活中
的美。相框的设计一课是通过师生共同的观察分析和讲解来
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学生回忆，探索、了解相框的各
种设计方法。

设计本节课时，我适时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如先择自己喜欢
的照片的小相框，然后分成小组，选择自已合得来的学习伙
伴，这样都有利于激发孩子创造激情。

美中不足的是有的同学做得太慢了，没有完成作品。再有就
是看看后面的垃圾哟，每次做手工孩子们都太兴奋了，也全
然不顾卫生了，一节手工课下来地上桌上那是绝对壮观，看
来以后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爱护教室卫生的习惯势在必行，
同时在小组合作分工上应该更明确，更具体。

美术课对与学生来说应该是轻松活跃和快乐的乐园，这就需
要教师设计快乐课堂教学的方法，我归纳了几点，其一是游
戏教学法，其二是创设教学情境教学法，其三是因材施教教
学法，其四是结合生活实践教学法等等，总之是一切为了学
生的健康发展为重点，才是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在课堂点



评方面确实需要加强。

总之通过教授本课，我觉得学生的潜能是无限的，就看老师
怎样去引导和开发。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教学目标：

1、认知：运用多种材料制作新颖漂亮的小相框，研究“立”
起来的方法。

2、智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大胆创新的能力。

3、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动手制作的细心品质。

教学重点：材料的的创新与小相框的多种造型的设计。

教学难点：研究小相框支架的设计。

教学用具：生活中的小相框实物；各种制作材料，收集生活
中的可利用的废旧物品。（冰棒棍、牙膏盒等）

教学过程(本文来自优秀斐.斐.课.件.园)：一、实物导人，
揭示课题。

1、课前师生准备小相框的实物。

研究：用途、外型、色彩、图案。

导入：谈话导入

同学们喜欢拍照吗？你们的照片都放在什么地方？谁来介绍
一下自己的相框？



老师的照片也喜欢放在相框里，同学们请看，出示自己制作
的相框。老师的相框和同学们的有什么不同？你们想不想拥
有一个这么个性的相框？今天我们就一起《自制小相框》。

2、揭示课题。

二、探究活动。

1、小组研究：

（1）可以用什么材质来制作自己的小相框？

（2）什么样的相框造型与色彩能更好的烘托你的照片？

（3）怎样将相框的背板固定在相框上？

（4）参考收集到的资料，研究如何更好的为相框设立支架。

课件出示相框图片。仔细观察相框的制作材料，形状，色彩。

2、学生发言：

结合实物、图片、教材，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思考一系列
问题，表达自己的设计构思。

三、实践活动：

作业：自选材料，设计制作小相框，装点自己的生活。比一
比谁的相框更新颖、更漂亮。

四、作业评价：

帮助学生分析、归纳，提高审美能力。

评选设计之星。



五、小结拓展：

可以将相框放在什么地方？还可以用其他的材料来制作吗？

爱心小屋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多功能爱心小相框》一课是一节综合性很强的美术课。从
整体看，本课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还是教学形式，
都体现了新颖的教学理念，教学思路清晰，在教学中，注重
激发学生的爱心情感，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及视觉语言
的表达能力，课堂开放、互动，充满着积极的情感，富有活
力。

学生在一个轻松、和谐、互动、探索、开放的情景中，设计
出一个个精美的小相框，积极表达了对同学、老师、父母的
爱心情感。

一、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是本节课的特色。

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教学内容没在局限课本，将我校的校本课程折纸和设计、
绘画结合起来。合理整合了校本教材和美术教材，体现了教
学内容的开放性。

2、教学资源的开放性。本课所用的一切课件都是老师自己设
计制作的，并没有局限于美术教参为教师提供的教学资源，
导入课题用的电影都是老师自编、自导、本校师生自演的。
包括课后拓展作业：在下周的家长上会给父母留言，做贺卡，
座位标签，这无一不体现教学资源的开放性。

3、表现形式的开放性。启发学生制作多种功能的小相框：留
言板、爱心卡、课和表、贺卡、温馨提示牌，标签等等。画
面的表现形式为绘画、剪贴画等多种形式。



表现形式的开放，能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为学生提供一
个创新的环境，学生的一件件作品也绽放出个性的光辉。

二、互助互动的教学方式是本课的主要教学形式。

1、本课围绕重点展开“互助互动”式教学，教师首先让学生
探索发现，然后师生互动学折小相框，然后鼓励学生相互帮
助，在互助互动中让全体学生都得到同步了展，在互助互中
巧妙解决了难点。

2、在评价中互动交流。课中有三种评价方式：自评、互评、
教师评价，三维的评价方式，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培养
了学生包容的合作精神和敏锐的审美鉴赏能力。

三、以情感教育贯穿主线是本课的最大亮点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人的情绪、
情感和愿望。

新课程标准中有这样的阐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
的载体，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
重要文化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图像作为一种有效而生动的
信息载体，越来越广泛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多功能爱心小相框》一课正是以培养学生用图标语言（或
者称视觉语言）表达情感的能力为教学目标。

利用折纸小相框作为载体，运用绘画的形式表达爱心：一个
小小的爱心符号，几朵小花装饰在画面中，配上小段文字，
传递孩子们对同学、对老师、对父母、对朋友的祝福和爱心。

美育也是一种情感教育。本课中，始终贯穿着情感教育，在
课前，以小女孩怕吵醒工作中小憩的妈妈的电影为课题导入，
这样导入新课，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情感，另外



一方面，影片中的爱心情景感染着每位学生。

在课中，教师的现场示范画：祝福同学们“六一”儿童节快
乐，体现着人文关怀。

在课后布置的拓展延伸活动，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引
导学生给父母留言，设计贺卡，写家长会座位标签，都是鼓
励学生在生活中用美术的形式畅意表达情感的延伸。课虽尽，
但意无穷，本节课“意无穷” 还包涵着：也许家长会在课后
向孩子学多功能爱心小相框的制作方法，把绘制爱心小相框
作为一个与孩子交流的特殊方式。

如果要我为本课的评价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者为本课再取一
个课题名的话，我会说：为爱心架起一座美丽的彩虹桥。

同时也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

1、板述书写不太规范，课堂教学结构前松后紧。

2、在同学间互助方面还没完全达到教学设计中的预期效果，
所以导致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没达到预期效果。课堂教学结构
不太紧凑。

3、好动、好问、好说是儿童的开性，教师要把展示自我的机
会完全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课堂中如何把学生
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学生，教学生学会学习，努力形成一
种“可持续发展” 的学力。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