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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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篇一

课堂上，一些学生对“课余”理解得较透彻，因此作业画得
丰富多彩。上完课后，我的心情是喜忧参半。因为，这些学
生真正是会玩、会过课余生活的学生。另外部分学生是
在“瞎玩”。

本节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上课之前没有很好地布置课余生
活作业，即留意自己的课余生活。这使某些学生课堂上的大
脑一片空白。

在今后的课堂上，我要做好下一节课的准备工作，有备无患。

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篇二

《我的课余生活》是三年级第一单元的第一个习作。作为刚
刚正式接触作文的`三年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作文经
验，感到写作文很吃力，对写作文有畏难情绪和厌倦心理。
怎样才能使学生由不会写作文、怕写作文到爱写作文呢？于
是，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首先利用课文内容如第一课引导学生去体会课余生活中
的乐趣，多个心思留意生活。并用心记录。

二、作文讲解时引导学生先联系记录想想自己做了什么，感
触最深的是什么。翻翻自己的记录，抓一个你最深刻的课外



事来写。

三、尽可能多方面引导学生，拓宽学生写作内容的范畴。比
如，提示引导学生课余生活分运动类（爬山等）游戏类（玩
球）学习类（去补习班补课）外出类（旅游）等。

四、先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说，如“谁”在哪“干什么”‘我
的感悟”等等。并把相关内容简单写下来。再适当引导学生
用上一些修辞手法，如比喻。

这次作文下来，比我想像中要更好的多。今后继续努力。

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篇三

从上周就让学生借鉴课本上的例子记录自己的课余生活。放
假前在班上交流了几位孩子的课余生活。学生已明白了课余
即指上课以外的时间。假期三天，我布置学生写日记。有五
分之一的孩子写的很好，五分之二的孩子写的可以，五分之
二的孩子写的不具体。其中有真不会写的，也有偷懒的。于
是我感觉写的不合格的便要求其返工。最后只有两三个孩子
言之无物。

今晚看了石主任的博客，受益匪浅。原来是我指导的不够细
致。石头列出了写作提纲：

1.什么时间，我去干什么。

2.我怎么干的，写出动作语言表情心情等。

3.写出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认为非常值得借鉴。我的疑虑是：是以“我的课余生活”
为题呢？还是以我的课余生活为话题呢？于是，我搜教案来
解疑惑。



得出的结论是：

一、可以以我的课余生活——（）为题，比如我的课余生
活——踢足球。这样就比以我的课余生活为题要省事些。因
为以我的课余生活为题目，因题目过大，只能写其中的一两
件事，所以要开头或结尾点题。不然就感觉题目与内容脱节。

二、写作内容广泛。可以是做家务，个人兴趣爱好，游玩，
还可以是做游戏，也可以是小制作。按学生的回答分好类后，
在具体指导写作。如写兴趣爱好的，可以写一写自己为什么
喜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取得了
哪些成绩。而写做家务，游玩，做游戏，小制作的文章要把
过程介绍的详细有趣。可以用上比喻，如第四课男孩女孩摘
槐花。可以加上人物语言、动作、表情、心理的描写。最后
再谈感受或收获。

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篇四

作为刚刚正式接触作文的三年级学生，本身应该对写作文有
一种神秘感和新鲜感。可孩子们一听要写作文了，第一反应
就是“喔……”，从语气中能感觉到他们对作文的厌倦感。
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作文经验，感到写作文很吃力，对写作
文有畏难情绪和厌倦心理。怎样才能使学生由不会写作文、
怕写作文，到愿意写作文、爱写作文、写好作文呢？我想，
不是严格的作文标准，而是放宽要求，宽容为主。因此，我
在设计《我们的课余生活》这篇作文教学时，从学生的生活
实际出发，课前安排学生观察自己的课余生活，并做了记录，
让学生尝试观察、尝试记录观察，并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里相互交流、写作自己的课余生活。

这堂课中我主要有两个环节用了合作交流学习的方式，一个
环节是同桌交流课余生活有哪些内容，相互启发，拓展思路，
另一个环节是小组交流自己课余生活中的一件具体的事情，
通过交流，达到开阔思路、取长补短的目的。



在写作时，由于已经有了先前的讲述作为基础，学生当堂写
作时都能做到有话可写。因为这是学生第一次正式写作，所
以我在引导学生写作时，没有规定字数，只要求把想讲述的
那件事或那项活动写清楚写明白即可。但由于时间的约束，
学生的`写作和修改都存在着时间不足的现象，想要真正完成
这堂写作课估计还需要一课时。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学生的及时点拨
和引导还有所欠缺。例如，在引导学生说说课余生活有哪些
内容时，有一位学生回答：“课余生活就是下课的时间。”
显然，他没有理解我的问题，但当时我只是宛转的否定了他
的回答，未能及时点拨和引导，结果另一位学生就说：“课
余生活还包括放假的时候。”如果当时第一个理解错误的学
生出现时，我能及时的点拨，使学生知道课余生活的范围，
然后再引导学生说说“在这些时间里，你们都做些什么
呢？”我想就能使学生更明确课余生活的范围，也就不会再
出现第二个理解错误的学生了。

我想，不管是哪个年级，词汇的积累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学
生作文的初稿中，我就发现有些学生错别字一大片，有些学
生像在记流水帐一样，写来写去就这么几句话。所以在日常
教学中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我的学校生活教学反思篇五

《我的课余生活》是三年级第一单元的第一个习作。作为刚
刚正式接触作文的`三年级学生,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作文经
验,感到写作文很吃力,对写作文有畏难情绪和厌倦心理。怎
样才能使学生由不会写作文、怕写作文到爱写作文呢?于是,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一、首先利用课文内容如第一课引导学生去体会课余生活中
的乐趣，多个心思留意生活。并用心记录。



二、作文讲解时引导学生先联系记录想想自己做了什么，感
触最深的是什么。翻翻自己的记录，抓一个你最深刻的课外
事来写。

三、尽可能多方面引导学生，拓宽学生写作内容的范畴。比
如，提示引导学生课余生活分运动类（爬山等）游戏类（玩
球）学习类（去补习班补课）外出类（旅游）等。

四、先引导学生一步一步说，如“谁”在哪“干什么”‘我
的感悟”等等。并把相关内容简单写下来。再适当引导学生
用上一些修辞手法，如比喻。

这次作文下来，比我想像中要更好的多。今后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