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 自行车
里的教学反思(通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内容：

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67页及相关内容。

教学目标：

1.综合知识解决生活中常见的有关自行车里的数学问题。

2.经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求
解——解释与运用”的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

3.感受数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学数学、用数
学的乐趣，激发学习知识的热情。

教学难点：研究普通自行车的前、后齿轮数与它们的转数的
关系。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今天我们来探究自行车里的数学。

二、研究普通自行车的速度与内在结构的关系

提出问题

自行车蹬一圈，走多远？

分析问题

方法一：直接测量（误差大）

方法二：计算法

解决问题

自行车行进原理

探究车轮转动的圈数与什么有关？

探究前齿轮转一圈，后齿轮转几圈

合作探究

前齿轮转动一个齿，后齿轮转动几个齿？前齿轮走过2个齿呢？
5个齿呢?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汇报交流

前后齿轮转动的什么数是相等的？

结论：前齿轮齿数×前齿轮转数=后齿轮齿数×后齿轮转数



后齿轮转数=前齿轮齿数/后齿轮齿数

建立数学模型

自行车蹬一圈走的距离=前齿轮齿数/后齿轮齿数×车轮周长

运用知识

三、研究变速自行车能变出多少种速度

观察变速自行车

变速自行车一般有多个前齿轮多个后齿轮，例如这款变速自
行车有2个前齿轮，6个后齿轮。

合作探究

出示书上表格，小组合作交流，并完成表格填写

思考：蹬同样的圈数，前、后齿数比是（）的组合使自行车
走得最远，为

什么？

汇报交流

自行车蹬一圈走的距离=齿数比×车轮的周长，当车轮周长一
定时，前齿轮数齿数：后齿轮数齿数的比值最大时，自行车
走的最远。

四、课堂小结师：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实践活动，你又有哪
些新的收获呢？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二

教学目标：

1、体会鲁滨孙在危难处境中调整心态的方法，感受他积极进
取的人生态度。

2、领悟生活的心态比生活的条件重要、精神的生存比物质的
生存重要的道理。

教学步骤：

一、整体阅读感知

快速默读全文，完成：

1、用一话归纳文章的主要内容。

2、简要复述课文内容。

3、本文在描写鲁滨孙时主要采用了什么手法？

二、重点精读体验

精读关于鲁滨孙心理描写的部分，思考探究：

1、从文章的首尾来看，鲁滨孙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3、如果他的心态不发生这样的变化，你觉得鲁滨孙能在荒岛
上生存下去吗？（明确：即使他吃住不愁，最终也会因为精
神的空虚和寂寥而死）

4、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也许就没有了鲁滨孙这样的生



存神话了。那么，你认为：鲁滨孙能够活下去，最重要的是
靠什么？由此你可以得出一句什么样的结论？（明确：靠的
是心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说明积极的心态是维系生命
的首要支柱，生活的心态比生活的条件重要，精神的生存比
物质的生存重要。）

三、拓展应用

1、当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富足，可自杀等轻生的
事件仍然屡见报端。假如鲁滨孙知道了这些，他会作何感想？
你能走进鲁滨孙的内心世界，揣摩出他的真实想法吗？试试
看，组内谈一谈，请使用第一人称。

2、有的同学感慨现在早出晚归，学习负担繁重，生活枯燥，
爸妈唠叨，知心朋友缺少，不太满意目前的状况。你对你目
前的学习和生活满意吗？想一想，谈一谈，和鲁滨孙比一比，
和同学坦诚交流交流。

3、用一句精练的话说出自己学习本文的感受。

四、作业布置

找一些面对困难、激励人奋进的格言，做成贺卡送给你的朋
友或者自己。

【资料平台】

1、（丹麦）哈夫・b・卡威《浮冰上的两者》。

2、《斯蒂芬・霍金――划时代的英雄》。

3、郭正刚《漂流长江第一人》。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三

本课是教材中线条系列教学的内容，目的是通过对自行车的
写生，引导学生精细地观察，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线造型能力，这一系列课程看似简单
但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四年级学生第一次接触这类课程。

教学中，我以问题的方式导入，同学们大部分都见过自行车，
并能较完整的说出自行车的组成部分，但对于各部分采用的
不同线条意识模糊，对于这一点，我采取两种办法解决。首
先，我现场板画并分析各部分线条的不同，然后又让学生分
组观察教材中优秀的学生作业是怎样用不同的线条表现细节
的。这也是我认为本节课比较成功的'地方。不足的是，从学
生作品来看，我输忽了自行车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学生在作
业中出现了各部分过于松散、紧凑、大小关系不能把握等情
况，教学中我应该在现场板画得时候就注意引导学生多注意
相互之间的比较，并加强在学生作画中的指导。另外，由于
平时类似的课程教学较少，部分学生都不知道如何下笔，这
正反应出线造型是学生的弱点，今后应加强练习。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四

由于自行车身上线条比较丰富、细节较多，因此学生可以通
过观察，将自行车上各部分结构通过线条表现出来。然而在
实际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只会一笔一笔跟着老师临摹。自
行车零件比较复杂，他们没有领悟到零件之间的前后关系，
遮挡关系，包容关系。有的同学绘画时关注细节太多，从细
节入手时往往将整体丢失了，零件游离于结构之外，显得不
整体。有些则太注重整体，而忽略了细节的生动描绘。

在教学时，我采用了两种方法对比效果。一种是临摹整体自
行车后，进行自行车实物写生；另一种是自行车零件的局部
临摹练习，之后进行实物写生。结果，发现各有优缺点。学
生在临摹时由于不太动脑筋，所以有意思考与观察较为缺失，



对画面的整体把握比较呆板，线条缺少生气。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五

一、活动路线：

中心广场(起点)—南洋广场—南洋影城—上海广场—人社
局—开发区大厦—图博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房地产交易
中心—娄东宾馆—建设银行—中心广场(终点)

全程约7.6公里，骑行用时估计40分钟左右。沿途每个站点均
由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

二、活动报名

(一)活动报名方式

a、现场报名：可以到3个青年志愿服务t站现场报名，太仓公
益网跟帖报名;

(二)报名人数：限定在40人以内

三、现场活动流程

(一)现场签到：

时间：20xx年12月31日下午13:00

地点：中心广场内部，所有志愿者签到后，领取活动物资(车
辆、马甲、帽子、胸贴、骑行线路图卡片等)，列队准备启用
仪式。

(四)活动结束：



1、归还自行车，为志愿者发放纪念品;

2、合影留念(制作横幅，内容为“‘我骑行我健康我快乐’
自行车骑行活动”)。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六

对于5年级的学生来说还从没有到教室的外面写生过呢，作为
美术教师的我深深地知道学生们渴望走出教室到自然界这个
大教室当中去上一节美术课的心情，利用《自行车局部写生》
一课我们开展了相关活动，希望带领学生们走出教室去寻找
灵感。

自行车对于学生们来说并不陌生，甚至有些四年级的学生在
家长的陪同下已经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了。但本课是以局部写
生为主，既锻炼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又培养了他们的想象能力。
对于这么一个学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自行车，我怎么才能
激发他们的观察欲望呢？哈哈，也许对于别的教师来说可能
有些难度，但对于我，一个酷爱自行车的人来说就非常容易
了！

首先我营造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对自行车很了解的前提激发他
们的观察储备。“自行车大家谁会骑，你们对于它了解吗？
自行车上面有什么零部件呢？来说一说证明一下你很了解它。
”学生们的兴致当然很高，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自己的
儿童自行车。“那你们认真观察过它吗，老师也是一个自行
车迷，咱们来比一比看我这个专家和你们这些专家谁更了解
自行车好吗？”此时此刻学生们被我激发的斗志昂扬似乎每
个人都是小专家一样等待着我的提问。

这是什么？车轮胎；这是什么？车圈；这是什么？车轴；到
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同学开始犹豫了，接下来老师就要出题
了啊，注意车轴和车圈相连的这些铁丝叫什么？车条；哈哈，
有的同学开始笑起来了。



自行车局部写生，我们可以观察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小螺
丝，一个小装饰，可不要小看这些小装饰，他们有很大的作
用，少了一个小螺丝这个自行车都不会安全的。你们说是不
是啊？此后我们分析了教师的示范画，书当中的同学们的优
秀作品。再到外面写生的时候我们描绘的都是本校老师的自
行车，按照我们美术课当中的小队分成了五组分别尽心绘画，
在绘画的时候老师强调从你最感兴趣的局部，细节入手。果
然他们观察到了平时没有观察到的内容，锻炼了自己观察的
实效性。这样的效果是在教室当中不可能完成的。

此节课学生们也画的很认真，描绘出的作品效果也很棒，但
最重要的是他们画的很开心。看到他们开心的表情我也是从
内心里面高兴。

我设计的自行车教学反思篇七

自行车对于四年级的学生们说并不陌生，甚至于一些学生已
经学会骑自行车，但本课是以局部写生为主，锻炼学生的观
察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要观察道平时不注意的一个小螺丝，
一个小装饰，可不要小看这些小部件。他们可有...

自行车对于四年级的学生们说并不陌生，甚至于一些学生已
经学会骑自行车，但本课是以局部写生为主，锻炼学生的观
察力和想象力。今天我们要观察道平时不注意的一个小螺丝，
一个小装饰，可不要小看这些小部件。他们可有很大的作用。
少了一颗螺丝。这车都不会安全的……。

写生是直接面对对象进行描绘的一种方法。简而言之，也就
是看到什么画什么。关键之处就是细致观察。在绘画时，同
学们从自己最感兴趣的部位入手，细节入手。表现出了他们
平时没有观察到的内容，画面效果出乎自己的意料，带来了
意外惊喜，获得成功的喜悦。

出示学生的写生范画，欣赏学习，比较总结线条写生的方法，



用线条流畅大胆地把自行车局部形象写下来，这里需要同学
们的耐心和细心。第一课时先练习写生自行车的局部。第二
课时再练习写生，对能力强的可以写生整个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