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 课文我们爱和平教
学反思(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篇一

我教授了《我们爱和平》一单元。教授之前，课前认真研读
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查阅大量资料，制作课件辅助教学，
对学习小组进行再优化，基本实现教学目标，回首这段时间
教学，感受颇深。

课之开始我就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例，
说明战争的残酷性。我充分利用视频的直观性和感染力，通
过让学生观看，谈自己的感受，努力为本课的讲解创造一种
情感氛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感而
发，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居然没有一人举手发言，这时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人回答。我想，可能孩子对我比较陌生，
也可能六年级的孩子比较害羞怕回答错，所以没法入情入境。
我在想，要想感动学生，必须先感动自己。所以在接下来的
部分我希望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学生。

六年级学生课外知识面还是挺广的，在让他们说说世界上还
有哪些战争的环节时，男生的回答挺出乎我意料的，孩子答
到了伊拉克战争，说到了韩朝炮击事件，甚至还知道阿富汗
战争，他们一个个回答得头头是道。这时我再加以适当补充
说明，孩子们明显很感兴趣。通过这个问题，让学生联系充
分认识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战争离我们并不
遥远。



在讲解电影片段的时候，我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再配以优
美的乐曲，给学生以心灵的震撼，让孩子产生对战争的痛恨
之情和对战乱中人们产生同情之心。活动中，当这些铁的数
据，血的事实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再加上音乐烘托渲染，
我被感动了，学生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的真诚对话、心灵交流。

“教师今天的教是为了明天的不教”。所以，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在本节课中我设
计了两个小组讨论活动：我们的祖国各个方面都有了哪些显
著的发展以及现在的我们是否可以高枕无忧。我让学生联系
已有知识来共同探究、共同学习。学生的积极性明显较高，
参与面较广，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战争，
联系中国实际，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危机感。在我和
大家一起呼吁“我们爱和平”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
发出了要为祖国和平而发奋、努力的强烈呼声。我想，要想
让学生情感达到高潮，教师必须和学生融为一体。

真情，可以感动学生，这是我这节课上下来的最大收获。我
想，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学生去感染学生。
只有这样，才能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才能激发起学生强烈
的求知欲望。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篇二

作为一位刚到岗的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借助
教学反思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讲课技巧，来参考自己需要的
教学反思吧！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课文《我们爱和平》教
学反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我教授了《我们爱和平》一单元。教授之前，课前认真研读
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查阅大量资料，制作课件辅助教学，
对学习小组进行再优化，基本实现教学目标，回首这段时间



教学，感受颇深。

课之开始我就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例，
说明战争的残酷性。我充分利用视频的直观性和感染力，通
过让学生观看，谈自己的感受，努力为本课的讲解创造一种
情感氛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感而
发，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居然没有一人举手发言，这时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人回答。我想，可能孩子对我比较陌生，
也可能六年级的孩子比较害羞怕回答错，所以没法入情入境。
我在想，要想感动学生，必须先感动自己。所以在接下来的
部分我希望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学生。

六年级学生课外知识面还是挺广的，在让他们说说世界上还
有哪些战争的环节时，男生的回答挺出乎我意料的，孩子答
到了伊拉克战争，说到了韩朝炮击事件，甚至还知道阿富汗
战争，他们一个个回答得头头是道。这时我再加以适当补充
说明，孩子们明显很感兴趣。通过这个问题，让学生联系充
分认识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战争离我们并不
遥远。

在讲解电影片段的时候，我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再配以优
美的乐曲，给学生以心灵的震撼，让孩子产生对战争的痛恨
之情和对战乱中人们产生同情之心。活动中，当这些铁的数
据，血的事实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再加上音乐烘托渲染，
我被感动了，学生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的真诚对话、心灵交流。

“教师今天的教是为了明天的不教”。所以，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在本节课中我设
计了两个小组讨论活动：我们的祖国各个方面都有了哪些显
著的发展以及现在的我们是否可以高枕无忧。我让学生联系
已有知识来共同探究、共同学习。学生的积极性明显较高，
参与面较广，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战争，
联系中国实际，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危机感。在我和



大家一起呼吁“我们爱和平”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
发出了要为祖国和平而发奋、努力的强烈呼声。我想，要想
让学生情感达到高潮，教师必须和学生融为一体。

真情，可以感动学生，这是我这节课上下来的最大收获。我
想，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学生去感染学生。
只有这样，才能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才能激发起学生强烈
的求知欲望。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篇三

《儿童和平条约》是1986年9月25日在美国纽约，有世界各国
的儿童共同签订的，表达了全世界儿童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战争是成人强加给儿童的灾难，儿童有权利要求停止战争，
有权利要求未来是和平的。这个条约提醒成人，站在儿童的
立场上，审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

我这节课，是第一课时。我先让学生谈谈伊拉克战争带来的
灾难，学生踊跃发言。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标出生字，
注出读音。不认识和不理解的词语自己解决。然后，我点名
读课文，学生做出评价。接下来让学生说说需要注意的字。
再继续学课文，学生自读课文。再点名读课文，找出中心句，
再往下读，体会出我们心目中的和平世界的样子。最后，指
导学生带着感情读课文。

我认为这节课的优点有：

1、通过学生了解和教师的补充资料，能够加深学生对课文的
了解。

2、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了大量的读，自读，齐读，感情读，
大大地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篇四

课文《我们爱和平》教学反思 由本站会员“liaolinsi”投稿精
心推荐，小编希望对你的学习工作能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课文《我们爱和平》教学反思

作为一位刚到岗的人民教师，教学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借助
教学反思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讲课技巧，来参考自己需要的
教学反思吧！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课文《我们爱和平》教
学反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我教授了《我们爱和平》一单元。教授之前，课前认真研读
教材，进行教学设计，查阅大量资料，制作课件辅助教学，
对学习小组进行再优化，基本实现教学目标，回首这段时间
教学，感受颇深。

课之开始我就以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例，
说明战争的残酷性。我充分利用视频的直观性和感染力，通
过让学生观看，谈自己的感受，努力为本课的讲解创造一种
情感氛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我预料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感而
发，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居然没有一人举手发言，这时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点人回答。我想，可能孩子对我比较陌生，
也可能六年级的孩子比较害羞怕回答错，所以没法入情入境。
我在想，要想感动学生，必须先感动自己。所以在接下来的
部分我希望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学生。

六年级学生课外知识面还是挺广的，在让他们说说世界上还
有哪些战争的环节时，男生的回答挺出乎我意料的，孩子答
到了伊拉克战争，说到了韩朝炮击事件，甚至还知道阿富汗
战争，他们一个个回答得头头是道。这时我再加以适当补充
说明，孩子们明显很感兴趣。通过这个问题，让学生联系充
分认识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战争离我们并不



遥远。

在讲解电影片段的时候，我通过绘声绘色的朗读，再配以优
美的乐曲，给学生以心灵的震撼，让孩子产生对战争的痛恨
之情和对战乱中人们产生同情之心。活动中，当这些铁的数
据，血的事实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再加上音乐烘托渲染，
我被感动了，学生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的.真诚对话、心灵交流。

“教师今天的教是为了明天的不教”。所以，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在本节课中我设
计了两个小组讨论活动：我们的祖国各个方面都有了哪些显
著的发展以及现在的我们是否可以高枕无忧。我让学生联系
已有知识来共同探究、共同学习。学生的积极性明显较高，
参与面较广，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战争，
联系中国实际，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危机感。在我和
大家一起呼吁“我们爱和平”中，学生自然而然地从内心里
发出了要为祖国和平而发奋、努力的强烈呼声。我想，要想
让学生情感达到高潮，教师必须和学生融为一体。

真情，可以感动学生，这是我这节课上下来的最大收获。我
想，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学生去感染学生。
只有这样，才能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才能激发起学生强烈
的求知欲望。

【课文《我们爱和平》教学反思】

课文《我们爱和平》教学反思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请
在本站搜索更多其他课文《我们爱和平》教学反思范文。

我们爱和平作文合集八篇

我们爱和平作文汇总五篇



和平的声音课后反思篇五

注：校内公开课20xx年9月xx日今天在学校上了一节师徒结对
校内公开课，学校里面的很多资深语文教师听课并给了我很
多建议。我的收获如下：

（1）在上这节课之前在四（1）班上过同一节课，但是感觉
完全不一样，

学生的反应不一样，回答问题的内容不一样，就决定了教学
的进度快慢。比如：在四（1）班讲课时，学生将“条约”可
以说个大概，可是在四（2）班就说的不怎么到位，因此
对“条约”的分析用的时间长一些。所以备课一定要备学生，
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问题，这样教学才能一气呵
成。

（2）依旧是评价过于单一的问题。对于学生的评价语总是那
么一两句，调

动不了同学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而且对学生的回答也没有针
对性的评价。这还需要在课堂上多揣摩、多磨练。

（3）对教材的解读不到位。比如：“条约”一词没有给学生
一个很准确的

定位，只是说它是一个约定、承诺，没有强调是两个国家之
间的，应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签订的,确定签约国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如果考虑到学生不能很好地理解，像类似深奥一点的词语
可以提前让他们查资料，再根据实际生活易理解的词语来解
释，这样印象更深刻。还有“宣告”一词，应该是学生学第
一部分的重点所在，理解了这个词语，对文章的朗读也会有
更深的体会，而我却忽略了这个词语的解释，没有把握重点。



（4）基本功不扎实，有些字的笔划写的不正确，对笔划的描
述也不对。比

如：“横撇”说成“横折”等。还有一些字写倒笔。在给学
生做示范

写字这样的错误时不能原谅的，因为很有可能他一生写这个
字都是倒笔。以后一定在平时的备课中注意，并在课余时间
要向其他老师请教笔划的描述问题。这是学生的基础知识问
题，一定忽视不得。

（5）课堂没有重点，安排不合理。就像余老师评价的“感觉
你什么都讲了，

但是学生什么都没有学到”。课堂安排的是第一课时，有分
析课题、初读课文、学习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第一
节课安排的内容过于饱满，导致学生掌握情况不好，对学习
内容印象不深刻。应该将重点放在第一部分的解读上，在第
一部分都没有理解透彻的情况下继续学习第二部分只会增加
学生的负荷，没有真正地学到东西。

（6）朗读的还不够，学生没有体会到对和平的真切向往。我
将知识肢解了，

一个一个问题追问学生，却并没有将学生的感受带动起来，
应该以读促情，多读，用不同形式的读，让学生充分地读，
学生自然能读出其中的感情了。

（7）避免出现不经意表现出来的不好的习惯，比如拿着话筒
说话、经常在教室里快速地走以及用“对不对”这样的口头
禅。在以后的教学中一定要注意。

新教师一定要珍惜每一堂上公开课的机会，只有上公开课，
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自己对自己永远最不了解，让更有经



验的老师做指导，才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优点是什么，
取长补短，给学生呈现出最好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