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人的爱教学反思(优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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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家人的爱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家庭中的点滴事例，感受到家人深
厚的爱。本课的教学难点是如何结合一年级学生的思想实际，
让孩子在具体、真实的事例中感受到家人的严格要求同样也
是爱。本课教学的设计，体现了以下特点。

陶行知先生在谈到品德教育与生活教育时曾说过：给生活以
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
性是品德与生活课程的一个显著特征，教师在教学中体现了
这个特点。

首先，在学习过程中体现了“近”

教学内容始终紧紧贴近学生的生活，围绕学生的生活，让学
生在与家人的共同生活、密切接触中，感知、体验父母和其
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关爱。为了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
教师课前对本班学生的家长进行了采访。当学生在课堂上听
到父母精心照顾生病的自己、连续几年始终如一为自己煎药
等感人的事例时，孩子从中体验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和为自己
成长付出的辛劳，孩子的心被真正打动了。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体现了“真”

生活是教学的源泉，也是学生认识世界重要途径。在整节课
的教学中，教师一直着眼于学生生活中的事例，课堂上呈现
的教学内容都是真实的、可信的。教学中当教师读家长的来



信时，学生被家人真切的爱而深深感动，师生共同回忆、共
同感受，体验这些平凡的生活事例，给学生带来了强烈的感
染力和冲击力。

因为教师在教学中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课程
的主要源泉，符合品德与生活课程倡导的源于生活、高于生
活、引导生活的新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之前，教师请学生进行了课前参与；回忆自己和家人
共度的快乐时光，以及家人关心、照顾、疼爱自己的事情：
收集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生活照或图画，并拿到课堂上与大
家分享。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首先受到了一定的自我教育。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充分利用了学生家庭生活中的资源，播
放了家长讲述的关爱孩子的具体事例，将教学资源最大扩充，
充分利用。

在课堂教学之后，教师没有将教学内容停留在此，而是引发
学生思考：“我们感受到了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浓厚的爱，
应该怎样做呢？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我为家庭添欢乐。”对
本课的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延伸。

结合这样的案例，学生们就能自发地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结
合自己的生活事例来说明想法和自己的认识，从教学效果看，
这种设计是比较成功的——教师既做到了充分尊重孩子，保
护孩子的自尊心，又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生在生活事件上的
认识问题，这是本课教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家人的爱教学反思篇二

本节课的定位主要是引导学生发现家人对自己的爱，产生家
人的爱无处不在的幸福感。但一年级的学生往往不清楚，不
了解家人的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来自家人的关爱也往往
习以为常，因此我希望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引导学生学会发



现家人的爱，正确理解家人的爱，从而让学生学会运用恰当
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家人的爱。

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我设置了爱的“百宝箱”、爱的
放大镜系列、疫情期间特殊的爱、爱的温度计这几个环节，
整节课以交流、讨论为主，引导学生在群中自由发言，整节
课我认为有以下成功之处：

在第一环节中，我提前收集学生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送的礼
物，课堂上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变化和礼物背后的故事，引导
学生体会家人对自己各方面的照顾和期盼，体会家人的爱的
表现。在教学中创设一定的情境是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
此阶段的小学生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所以在教学开始的阶段
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能够迅速将学生带入教学情境。在此
基础上，之后再进行“爱的放大镜”环节，让学生从书中插
图观察家人的爱，藏在哪里，将教学与活动相结合，进行适
当的鼓励，引领学生朝着正确的方向思索。

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各种手段，让学生充分发言，每一个学
生都进行思考，投入到课堂中。在“爱的温度计”环节中，
更是以绘本书故事《肩头上的爱》为基点，让学生说说生活
中的例子，充分展开联想，说说还有哪些类似的情况。
在“爱的放大镜”中设置《调查表》，更是引导学生能够拓
展思维，回忆生活中的点滴，说说家人对自己的照顾，对自
己的爱。

。从这堂课中，我体会到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以及家人之间
关系的重要性，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生活，有利于教学活动
的有效进行，通过开展这个活动，我的体会是，要想成功得
上好一节课，家校之间的有效配合，学习评价具有一致性，
对于学生德性以及其他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本节
课中设置的有对家人爱的辨析，家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是爱，
同样，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也是爱，这些需要我们提醒学生正
确认识。通过提前了解班级学生的家庭情况，也知道有些父



母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不能时时照顾，但也是时时牵挂孩子，
家人的种种举动，也是对孩子最好的爱。通过不同情境的描
绘和演示，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家人的爱的表现。

但本节课有一些不足：在“爱的温度计环节中，在学生们只
说了与《肩头上的爱》类似的事例之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
拓展，如果再补充父母家人对自己的教育例子，例如，自己
犯错想要说谎掩盖时，家人及时制止等，如果拓展这些例子，
会让学生更加充分理解家人的爱的表现形式。在教学过程中
教学内容上，我还需要针对性与普遍性相结合，最后还需要
学生通过实际行动落实这节课的教学目标进行道德实践。

家人的爱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的定位主要是引导学生发现家人对自己的爱，产生家
人的爱无处不在的幸福感。但学生往往不清楚，不了解家人
的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来自家人的关爱也往往习以为常，
因此我希望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引导学生学会发现家人的爱，
正确理解家人的爱，从而让学生学会运用恰当的方式，表达
自己对家人的爱。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学目标，我设置了爱
的“百宝箱”、爱的放大镜系列、疫情期间特殊的爱、爱的
温度计这几个环节，因线上教学的特殊性，整节课以交流、
讨论为主，引导学生在群中自由发言。

整节课我认为有以下成功之处：

一、利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环境。在第一环节中，我提前
收集学生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送的礼物，课堂上让学生分享
自己的变化和礼物背后的故事，引导学生体会家人对自己各
方面的照顾和期盼，体会家人的爱的表现。在教学中创设一
定的情境是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此阶段的小学生注意
力不容易集中，所以在教学开始的阶段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
能够迅速将学生带入教学情境。在此基础上，之后再进
行“爱的放大镜”环节，让学生从书中插图观察家人的爱，



藏在哪里，将教学与活动相结合，进行适当的鼓励，引领学
生朝着正确的方向思索。

二、利用班级群和连麦，充分发言。在整个活动中，利用各
种手段，让学生充分发言，每一个学生都进行思考，投入到
课堂中。在“爱的温度计”环节中，更是以绘本书故事《肩
头上的爱》为基点，让学生说说生活中的例子，充分展开联
想，说说还有哪些类似的情况。在“爱的放大镜”中设置
《调查表》，更是引导学生能够拓展思维，回忆生活中的点
滴，说说家人对自己的照顾，对自己的爱。

但本节课有一些不足：在“爱的温度计环节中，在学生们只
说了与《肩头上的爱》类似的事例之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
拓展，如果再补充父母家人对自己拼的上的教育的例子，例
如，自己犯错想要说谎掩盖时，家人及时制止等，如果拓展
这些例子，会让学生更加充分理解家人的爱的表现形式。在
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上，我还需要针对性与普遍性相结合，
最后还需要学生通过实际行动落实这节课的教学目标进行道
德实践。

家人的爱教学反思篇四

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家，明白家庭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懂得因为有了父母长辈辛苦付出的爱，才会有自己幸福的生
活，而家人的支持、帮助正是激励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原因。
帮助学生从家人对自己的关爱中了解到“家人爱我，我也爱
要家人，让家人快乐”。而这种爱的教育，只有在学生深刻
体验了这种爱的无私时，才能升华为更广大的爱：爱小伙伴，
爱周围的人、并能怀有一颗宽容友善的心。

在学习过程中体现了“近”。教学内容始终紧紧贴近学生的
生活，围绕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在与家人的共同生活、密切
接触中，感知、体验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关爱。为
了使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教师课前对本班学生的家长



进行了采访，当学生在课堂上听到父母不顾自己生病而精心
照顾自己等感人的事例时，孩子从中体验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与为自己成长付出的辛劳，真正打动了孩子的心。

在学习过程中体现了“真”。生活是教学的源泉，也是学生
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在整节课的教学中，教师一直着眼于
学生生活中的事例，课堂上呈现的教学内容都是真实、可信
的。教学中当教师读家长的来信时，学生被家人真切的爱而
深深感动，师生共同回忆、共同感受、共同体验这些平凡的
生活事例，给学生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辨析”环节，例举生活中
的一些事例，比如“爸爸不帮我系鞋带是不是对我不好？他
为什么不帮我？”“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买玩具？”等生活中
学生觉得“我的家人有时对我可好了，有时对我可不太好”
的现象，让学生去分析讨论“家人到底对你好不好？到底爱
不爱你呢？”通过创设贴近儿童生活的情景来讲述父母对儿
女爱的故事。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学生在自我的学习活动
过程中，自然得出“家人疼我们是一种爱，对我们要求严格
那更是一种爱”，顺利突破了本课学习难点。

教学效果的真理掌握在孩子的手中，本节课真的验证了这句
话，我自认为教学过程环环相扣，从学生高兴地回忆起步，
一步步体会父母为我们的付出，再继而体会严格要求也是爱，
而且课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搜集学生的照片制成课件，邀请
家长为孩子写一封信，真实的口述，但是事与愿违，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孩子的东风没有扬帆起航，我一再的启发，但
是只启不发，好像在听故事一样，只有少数孩子在配合我，
课后我反思，孩子太小，体会不到位，而且现在的孩子对于
家长的付出认为是应该的，对此并不关心，更多的是关心自
己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让这节课为孩子提个醒，让孩子们
从现在开始关注父母，了解父母也算是另外的一种收获吧。



家人的爱教学反思篇五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个“辨析”环节，例举生活中
的一些事例，比如“爸爸不帮我系鞋带是不是对我不好？他
为什么不帮我？”“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买玩具？”“作业擦
了重写的”等生活中学生觉得“我的家人有时对我可好了，
有时对我可不太好”的现象，让学生去分析讨论“家人到底
对你好不好？到底爱不爱你呢？”通过创设贴近儿童生活的
情景来讲述父母对儿女爱的故事。易于学生接受和理解。学
生在自我的学习活动过程中，自然得出“家人疼我们是一种
爱，对我们要求严格那更是一种爱”，顺利突破了本课学习
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