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变脸教案反思 人生教学反思(优
秀5篇)

作为一名老师，常常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
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
完美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案怎么写才比
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变脸教案反思篇一

本课是苏教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下册教材第1单元《我们长
大了》中的第3课。通过本课的学习，要让学生认识人生命周
期的一些基本情况，主要了解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哪几
个阶段，从胎儿到成年再到老年，对人的一生有一个系统的
认识。

在这一堂课的.教学中，我先引用古希腊神话故事“斯芬克司
之谜”入手，猜测这种动物是“人”来激发学生们学习研究
的兴趣。在神话故事中就告知了可以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
段：幼年、成年、老年。但我们不惟课本，可以让学生根据
自己的标准来划分阶段，不要求按严格意义上的生理和心理
标准，只要合理、恰当就行。充分体现了《科学课程标准》
中这样一个教学理念：用教材去教，而不是教教材；是让学
生主动地去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教师只是组织者、引导者和参与者。

在进行人的一生阶段划分时，我并没有只告知一种划分方法，
而是倡导多种划分的方法，这样，学生不但认识了教材上的
划分方法，而且还根据了自己的标准进行划分，划分的结果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

不足：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部分学生在
开展调查活动时，流于形式，遇到麻烦了没有很好地想办法



去解决，遇难而退，使得调查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在今后
的教学中，应更多地对学生进行开展调查工作的指导。

变脸教案反思篇二

这是一首抒情诗。诗人用充满激情昂扬的笔调，激励人们在
人生“辽阔的战场中”，“壮丽的舞台上”要振作、要奋斗，
有追求、有所为，要“永远满怀着理想和期望。”在教学中
着重从这几方面入手：

1,小组合作反复揣摩全诗的内涵：

第一节：诗人激昂地发出号召，号召人们在人生的历程中，
在人生的舞台上要时刻“当一名闯将”，要战斗，要勇往直
前。

第二节：告诫人们要时刻直面现实，勇于乘风破浪，不怕困
难和挫折。

第三节：诗人跳跃空间，从人生的成绩角度告诫人们都能向
伟人那样留下足迹，留下成果。

第四节：再次变化角度，告诫人们我们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
度，辉煌的人生成果会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会激起别人
的斗志。

最后一节：收束全诗，再次向人们发出号召：人生要有理想，
有追求。诗人的这个“行动号召”的深层意义是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要时刻振奋精神，鼓起勇气，积极生活，怀着理想和
追求，不怕任何困难，时刻乘风破浪，最终定能成功。

2,激活学生诗的灵感，既而闪现创造性的`火花

在教学中，为让学生能与诗产生共鸣，我不仅注重通过多种



形式的朗读与体会相结合的办法，让学生理解、感悟、体验
文中的情感，还特别注重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我给了学
生四个主题，让学生仿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歌。在教
学中我注重通过多种形式的朗读与体会相结合的办法，让学
生理解、感悟、体验文中的情感，并注重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如在理解诗歌内容时，让学生自渎，小组读，师生对读，让
学生在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阅读中去感悟诗人的情感。
在理解诗歌后，又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读体会。

3、巧设疑问,培养学生问题意识.这堂课中,引导学生结合课
文内容大胆质疑,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充分体现了老师"
导"与学生"学"的课改观念.

变脸教案反思篇三

教学片断一：

师：今天这堂课先请大家认识一个成语。（出示成语：朝三
暮四）

师：“朝三暮四”本来的意思就是早上3个，晚上4个。这里
还有一个小故事。（多媒体播放故事……）

师：同学们听了这则故事想发表什么意见？

生2：养猴人太狡猾了，他只不过把早上吃的个数和晚上吃的
个数调了个儿，猴子就上当了。

生：一天一共吃多少个桃子？

师：那早上吃4个晚上吃3个，我们也可以知道——

生：一共吃了多少个桃子？



师：比较这两个算式，你发现了什么？

生：我发现调换加数的位置，和是一样的。

师：××同学的这种猜想，我们可以怎样进行验证呢？

教学片断二：

（一名学生上来，怎么都吃不到糖。）

师：下面我要请四名同学上来，分成两组进行比赛，看哪个
小组先吃到糖。

（学生开始都只顾把糖往自己嘴里放，后来突然领悟到把糖
互相送到对方的嘴里，就都能吃到了。）

师：同学们，刚才这个游戏看似轻松，其中却蕴涵着深刻的
道理。请大家看屏幕——

（多媒体以打印的方式出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直接为自
己做事，但是可以为别人做事，这样收获的总和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生活中的交换律。）

教育，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启迪智慧。在谈及知识与智
慧二者关系时，有人说：“知识关乎事物，智慧关乎人生；
知识是理会的外化，智慧是人生的反观。”拥有知识的人只
能看到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同
样，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概念，一道公式就是一道公式……而
拥有智慧的人却能在一块石头里看到风景，在一粒沙子里发
现光辉，在一个概念里寻觅灵魂，在一道公式里追索真
理……因此，我们应基于知识，为奠基智慧的人生而教育。

渗透思想方法我们常说，数学教学内容中有两条线索：一条
是很明显的知识线索，如概念、法则、公式、性质等，这是



一条有形的线索。另一条是隐性的数学方法线索，它是蕴涵、
渗透在知识体系中的，是一条无形的线索。要培养和发展学
生的智慧，必须善于揭示知识中所包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数
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灵魂，学生一旦掌握了它，将终身受益。
上面案例中的两个片段主要是让学生经历“猜想一验证一总
结一应用”这一数学探索的过程。学生拥有了这些数学的思
想、数学的精神，才会自觉地应用到生活实际中去。

变脸教案反思篇四

今天我在九、3上的是《人生追求无止境》，让学生围绕“什
么是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展开讨论。下面是学生的发言：

“挣很多钱就能成为人才”

“做官就能实现自已的人生价值”

“将来我想当一个大企业的经理”

我问了一句：郭明义是人才码？徐本禹是人才吗？刘翔是人
才吗？

很明显“是”。那他们都富有吗？都做官吗？、、、、、、

“不是”。可以看出来，有些学生的拜金主义非常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环境的复
杂化、各种观念的多元化，使尚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面临着
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初中学
生往往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如拜金主义，认为金钱万能，
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把“挣脱很多钱，升官发财”
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享乐主义则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
于追求物质享受，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
在这些不正确思想影响下，引领学生感悟人生的意义，使他



们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基本的善恶、
是非观念既是比较困难的，更是非常必要的。

郭明义是人才，他并不富有，但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徐本禹不富有，也没有什么权力，但他
在奉献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尊重他。

什么是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经过老师的讲解的学生的自
主感悟已非常明确：

人才是多层次、多规格的，各行各业、各个层次中都有人才。
科学家是人才，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是人才；企业家是人才，
科学种田的农民也是人才。所以，人才要具有一定和知识或
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国家作出了贡献，都是社会
所尊重的人才。

变脸教案反思篇五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就像树叶一样经历了新绿、
翠绿、深绿，直到枯黄，然后叶落归根。人年轻的时候，就
好像新芽后的嫩绿树叶，不断地吸收着外界的阳光、水分和
空气，使劲往上攒动；慢慢地，从青年步入壮年，再到中年，
浑身的绿开始变得厚重了，那是一种别样的丰韵美，是一种
不露而艳的成熟美。人的一生只需要将属于自己的那片绿叶
尽量保持得圆润和丰盈，而不必在乎这片叶子到底是挂在树
尖还是树梢。

还有人说——对于远古的人，它是一部扑朔迷离的神话。女
娲补天，精卫填海；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皆成沧海桑田，神
话注解。

对于政治家，它是一局下不完的棋。雄关危塞，龙楼凤阁；
阿房宫冷，铜雀台荒，古今多少事，都在棋盘中。



对于文学家来说，它是万宏不息的鸿篇巨制。楚辞汉赋，关
曲曹梦；李杜诗歌，韩柳文章，皆成绝版经典，千古传唱。

对于农民来说，它是一方凝重的田园。暮云春树，沧桑几度；
春耕夏耘，汗滴干土，赢得稻花飘香，粮粟盈仓。

对于学子，它是一曲寒窗数载，苦读成名的歌。悬梁刺股，
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程门立雪，换来金榜题名，振国兴邦。
”

学生对此特别有感触，也纷纷提笔写“人生是……”，这次
练笔较为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