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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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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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篇一

一、轻“分数”的观念，重“过程”评价

新课程要求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应强调综合性和
整体性。必须以学生在知识、技能、人格品德等方面的全面
发展为标准，对学生不搞一刀切。其次，评价标准应强调共
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目标反映国家统一的要求、基本标准；
个性目标反映出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和特长的发挥。评价的目
的是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评价也是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方法的有力
手段。对学生各科成绩的评价，既要重视对学生知识和身体
素质的测评，更要注意对学生技能、技术的考察，同时还要
注意对学生情感、兴趣、意志、习惯等心理素质的评价。重
视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与学生自身能力的发展。教学中不能
用统一标准评价全体学生的学习。因为统一的评分标准在教
学中经常会出现有的学生可能不用练习就能得高分，有的学
生即使刻苦练习也达不到及格。

二、轻“横向”比较，重“纵向”肯定

教师要做到从不同角度实施评价。首先改变自身的评价视角，
重视评价的激励功能与发展功能，即主要对个体实施纵向比
较，以学生个体的进步为标准来实施正面的评价，而不是在
不同个性之间永远做绝对的横向比较。其次，动员、利用不



同的评价主体对被评价者实施评价，从而改变教师本人因主
客观方面的因素而形成的片面的、武断的评价。让学生、家
长参与评价，通过这种多方面、多角度的评价，对学生形成
一种较合理的、具备促进与发展功能的评价。

三、轻“静态”的结果，重“动态”发展

了解学生的差异，将学生在学习中努力程度和进步幅度作为
评价的重要依据。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成功的教学
依赖于一种真诚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要想了解学生的
差异，教师首先要深入学生、关心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
师生关系。教师要把自己摆到与学生人格平等的位置上，爱
护学生，像母亲关注自己的孩子一样，善于发现每一名学生
的闪光点和亮点。在测评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差异
和能力特长、兴趣爱好，采用“模糊量化法”，定性不定量，
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成就感，激发学生热爱学习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四、轻“批评”教育，重“正面”鼓励

评价要以正面鼓励为主，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保护学
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学生在某一方面有进步，成绩有提高，
哪怕是微小的'进步或提高，我们都应予以鼓励和表扬。让学
生看到自己的进步，感受到获得进步的喜悦。即使没有进步
与提高，也应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提醒、启发学生，让他们
了解到自己的不足，振作精神，然后，教师再用针对性的做
法帮助他们达成学习目标。

我在综合评价中是这样评价学生的：“你很努力，实现了我
们共同制定的目标，再接再厉，你一定会干得更出
色”。“你需要进一步努力完成目标，我相信你能克服困能，
你一定会成功”。“我相信你行，你一定能，你可以干的更
好！”等积极肯定的语言。让学生自选1～2项特长项目作为
考核内容。自选技评项目的考核，可以使学生根据个体素质，



扬长避短，满足兴趣和考试欲望，发展特长，可用发展的观
点来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终身发展意识和习惯的逐步形成。
这样来激励学生挑战自我，激发新的学习动力，使评价成为
一种动态的，可随时反馈给每个被评价者的积极的教育行为，
而非对于某个学生的粗浅、甚至粗暴的盖棺定论式的评价。

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篇二

我们知道，日记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选材，要想写好日记，
就得热爱自己的生，养成仔细观察周围的事物，分析各种事
物的习惯，这样才能选择出有意义、有趣味的材料来。写日
记可以提高我们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

日记应该写些什么呢？叶圣陶先生说：“一天里头总有些比
较新鲜的知识见闻和头，就把那些记下来。”小学生日记，
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心里的话：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地写下来，以反映自己的思
考和表达自己的情。如对某一事件的看法，自己的理想和爱
憎等。

2．观察记录：把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事物有选择的记录下来。
每天只记一个侧面，达一个意思。

3．搜集信息：把当天了解到的自己感兴趣的消息记录下来，
这种记录往往和个人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重大新闻，
奇闻趣事，发明创造等。

4．书报摘录：从自己阅读的书籍报刊中摘录出语录、名句，
或值得参考的词语、句，以备今后的学习和运用。

5．学习体会：从自己读过的书刊或观看的影视中，选取印象
最深的，体会最深的，随笔写下来。



6．活动记载：把班队活动中的经过或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记
录下来，以便实施、查证或回味。

7．连续观察和实验记录：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些内容，按照时
间顺序，每天记录一部分，最后显示出观察的全过程和实验
的始终。

8．剪贴说明：这是低年级学生常用的简便有趣的练习方式，
即把自己喜爱的邮票、照片、图画等贴在日记上，按图意写
下说明文字等。

日记是我们倾吐自己心声的地方，要“我手写我心”。我们
要写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心里的话。

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篇三

以山地高原为主。山地、高原、平原丘陵和盆地各种构造地
貌类型齐全，其中山地和高原约占75%。同时，拥有多样而典
型的外力地貌：如，东亚和东南亚湿润地区的流水地貌；中
亚和西南亚的'干旱风沙地貌；北亚的冰川冻土地貌；中南半
岛和中国西南部的岩溶地貌；还有黄土地貌、红层地貌等。

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篇四

下午，我和朋友一起玩。

我们抬头一看，天上的白云像一只老虎再找食物。一会儿，
白云又变成一位漂亮的公主。我说：“不好了，公主撞上老
虎了。”我们非常担心公主会被老虎吃了。这时，我真想有
一双翅膀，飞上天空帮公主赶走老虎。天上的白云真是好有
趣呀！白云真像一位魔术师在天空中变来变去。



写教学反思应该注意篇五

语文的基本特点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面对一篇教
材，首先要把握的是这篇文章的特色在哪里，可以进行训练
的点在哪里?怎样落实“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然而一堂
课只有四十分钟，是个常量，在教学时只能有所舍、才能真
正有所得。所以在分析教材时，应抓住文本最有价值的.东西
进行教学，进行训练。

本课的语言很有特色，简短的文章，以人物对话的记叙传递
了孔圣人深刻的教育思想。我把人文性的落脚点定位于理解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从中受
到教育，并从语言文字中具体感知孔子是个怎样的人物。而
能凭借课文语言文字，从对话弄清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明白他的教育思想道理,则是学生理解的难点，即是教学的难
点。

在具体操作时，我注意引导学生紧紧抓住一些语言的精妙之
处，咬文嚼字、品词析句，层层深入，对学生进行有效地训
练和指导。

我以“孔子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指导学生深入钻研
文本，在文本的深处和细处感悟人物特征，这不仅符合该类
课型的特征，又符合阅读教学的规律，使文本的“召唤结
构”和学生的“阅读期待”相互交融，产生了和谐的共鸣、
共振，使课堂极富张力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