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精
选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怎样写总结
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带来
的优秀总结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师：生活中你看到过像这样的射线吗？

生1：手电筒射出的光是射线。

生2：汽车车灯射出的.光是射线。

生3：太阳射出的光是射线。

教室顿时安静了，但转眼，不少小手又举起来了。

生1：不是。（师：为什么？）因为它有两个端点。

生2：射到外面就是射线了。（师将激光射向窗外）

生3：射到我们学校前面的那幢楼，墙上还有一个点，那不是
线段吗？

生1：（很着急）我到操场上，往天上照，这就是射线。

生4：如果激光可以穿透一切，就是射线。

师：大家说得都有道理。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手电筒的光



可以向一个方向无限延伸，就可以把它看作一条射线。

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思维的批判性是指思维活动中善于严格地估计思维材料和精
细地检查思维过程的智力品质，它能全面地考虑正反两个方
面的论据，思维过程严密，不为情境的暗示左右，不盲从或
附和。为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问题探究中，我们要
积极引导学生慎密思考，大胆质疑，敢于怀疑和批评别人的
观点和结论，敢于发表独到见解。

实践证明，问题探究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发
散性、直觉性和批判性起着主要的作用。在正进行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进一步凸现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的今天，更
需要我们深入开展优化问题设计的研究，积极启发和引导学
生进行问题探究，努力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直正发
挥问题探究的教育功能。

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说：“知识的本身就是活动，动作和思
维密不可分。”学生最能理解的是自己双手实践的东西。恰
当的动手活动，能变隐为显，化静为动，丰富学生的感性认
识，充分体验知识的发生、发展，明白动态形成的过程，促
进学生思维的发展，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自觉性和深刻性。

生物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因此对课标要求
的“观察与思考”、“资料分析”、“探究”、“进一步探
究”、“实验”、“调查”、“设计”、“模拟制
作”、“制作”、“技能训练”和“课外实践”等探究活动
一定要落实到位。教师应创设引人的情景，提供适当的`线索
及方法，鼓励学生广开思路，设计多种方法给予学生足够动
手操作的体验，开展探究活动，使这些活动真正起到提高学
生设计实验的能力、动手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以及分析判



断的能力的作用，让学生在失败与成功的体验中发展创造能
力和实践能力。

在初中教学中，教师还要针对学生好动、好玩、好奇，乐于
模仿的特性和思维带有具体形象性的特点，在课堂教学中应
多设置一些实践性活动，尽量让每一个学生都动手参与。例
如在《生物学》七年级下册中，全书就是一章内容《生物圈
中的人》，因此非常容易在课堂上开展活动。如在学习“运
动系统的组成”时，让学生在课堂上做一做屈肘和伸肘的动
作，感受一下这个动作是*哪些结构完成的；在学习“呼吸系
统的组成”时，让学生做深呼吸的动作并将双手分别放在胸
部和腹部，体会一下胸腔和腹腔的运动与呼气和吸气的关系；
又如在学习“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这一节时，通过学生游
戏：“拍手”和“抓手”、缩手反射和“看到解剖针就害
怕”以及分组完成膝跳反射的测试，学生就很容易领悟出反
射的概念。再如，在关于空气中尘埃粒子的探究活动中，学
生可以分别通过实验探究的操作活动，比较出楼层高矮、雨
天前后、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等条件下尘埃粒子的数量。这一
系列的操作活动同样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

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1)通过你的发言，老师觉得你不仅认真听，而且积极动脑思
考了，加油哇!

2)你预习的可真全面，自主学习的能力很强，课下把你的学
习方法介绍给同学们好不好?

3)谢谢你指出了老师的错误，使老师不会错一辈子。

4)你的进步可真大，老师为你感到高兴!

5)你虽然没有完整地回答问题，但你能大胆发言就是好样的!



6)老师真想在下节课看到你更出色的表现!

7)你的想法很有创意，看来你是认真思考了。

8)你真爱动脑筋，这么难的题你都能解决!

9)你好厉害!敢于向书本提出问题，你的勇气令人羡慕!

10)虽然这句话读错了，但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佩服你的勇气，
下次努力!

学生的汉语拼音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1.做一个美的发现者

教师要在细微之处见真谛，善于在平凡中找出不平凡。我在
周记中发现一个学生喜欢看古典小说，并根据小说内容将班
上的同学写进自编的小说故事中，于是我在评语中写
道：“你富有创造力，我愿做你的第一位读者。”谁知，他
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周记都有一段自己创作的小故事。而且
还有点像模像样。一次赞扬，激励他看完了《水浒》、《三
国演义》等许多部名著。

2.挖掘不明显的优点加以赞扬

爱因斯坦就这样说过：别人赞美他思维能力强，有创新精神，
他一点都不激动，他作为大科学家听这类话听腻了，但如果
谁赞扬他小提琴拉得棒，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因此，赞扬不
要老是停留在学生习以为常的.优点上，而是要去挖掘学生身
上一些鲜为人知的优点，表现出教师的独特眼光，让学生得
到一些新的肯定，效果反而更好。有个学生带我去家访走到
哪里她都有认识的人，并且主动跟人打招呼，于是我不是表
扬她带我家访之事，而是赞扬她人缘好，很懂礼貌，她兴奋
不已。



3.最少期望时赞扬学生

最少期望时赞扬学生，不但容易让学生领受你的赞扬，内心
还会产生压力，没做好，还被老师赞扬，真不好意思，这种
压力会激发学生更加努力。

4.赞扬行动和品性而非本人

赞扬学生，怎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力，又不养成骄傲自满的情
绪呢？这就要赞扬他所做的事和他的品性而不要扩大到他这
个人。学生经过努力，成绩提高了，就该赞扬他经过努力而
成绩提高这件事。因为赞扬他努力，让他知道受赞扬的真正
原因，他就会继续发扬光大。而赞扬他聪明，就可能导致他
产生沾沾自喜、骄傲自满的情绪。

5.微笑是一种不着痕迹的赞扬

微笑能给学生带来亲切感。灿烂的笑容，可能赢得学生的爱
戴，且常成为学生笔下描绘的素材，给学生心里留下持久的
影响。当你想激发学生的斗志，当你想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
不妨轻轻一展笑容，就胜过千言万语。作为教师，在教育学
生时，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