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优质5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
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
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日本以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冰
冷干燥，四季分明。全国横跨纬度达25°，南北气温差异十
分显著。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位于南部
的冲绳则属于亚热带，而北部的'北海道却属于亚寒带。

日本是世界上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主要原因包括了日本海侧
地区冬季的降雪；6月、7月（冲绳、奄美为5月、6月）间继
续不断的梅雨；以及夏季到秋季登陆或接近日本的台风。

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在新的课程改革之下，要通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借助学习
过程中的有效资源，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的过程中找到学习英
语的乐趣。合作学习、学生主动、老师引导的教学模式，提
供给学生更多自由的空间，给了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从而
积极有效地激起了他们学习英语的主动性。

一、积极发挥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有趣的知识，学生会不自觉地参与到学习中来，积极主
动地去探求知识，解决难题，因此我们要学会择取有吸引力
的课本和相关的学习材料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
教材指导的目标教学下，老师要先了解本章节所要实现的具
体目标，然后根据具体的要求，借助参与式的教学方式在老



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学着尝试挑选有趣的教学教材和相
关资料，这些资料是学生学习知识的载体，同样也是学生温
习和接触知识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对于英语这样的语言类知
识。

二、老师要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目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高中英语教学也就强烈
地要求学校、老师、学生各个方面要积极地努力，重新树立
一种新的教学思想。目前有很多的英语老师学着去尝试老师
引导、合作学习、共同参与的方式展开高中英语课堂教学。
首先老师要做的.便是及时地更新教学观念，要重新树立基础
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在新的教育观念下，把英语课堂教学的
落脚点真正地移到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来。

三、创建良好的师生关系，营造有效的学习氛围

在英语学习中，老师要尽量地去避免自己家长式的角色，和
学生成为朋友，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相互的沟通学习，和学
生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要让学生大胆地去和老师、同学
用英语去聊天，去讲笑话，鼓励他们勇于表现自我。在学习
中对于学生的错误，老师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对待，正是在
错误中我们才会明白自己的不足，进而知道如何去改正。用
英语阅读来激发学生相互竞争，彼此提高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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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省利辛县利辛高级中学）



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地理位置：

非洲位于亚洲的西南面.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复地中
海与欧洲相望,东北角习惯上以苏伊士运河为非洲和亚洲的`
分界。大陆东至哈丰角,南至厄加勒斯角,西至佛得角,北部至
吉兰角。面积约3020万平方千米，南北约长8000公里,东西约
长7403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次于制亚洲,为世
界第二大洲。

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青春，有人的青春在书海中度过，有人的
青春在舞蹈中完结，而我的青春是在乐谱和乐声中度过的。

我有许多的爱好：跳舞、唱歌、弹琴……说也说不完，讲都
讲不尽。可爱好虽多，我坚持下来却只有弹琴了。

有许多人说，琴声能够安抚急躁的内心，琴声能净化浑浊的
心灵，琴声是世上最美妙最动听的声音。可更多的人认为这
话太过夸张，把琴声说的太过神奇。

可我觉得这话虽听起来觉得太不可思议，但并没有夸张，因
为我真正感受过这这琴声的美妙与神奇。

我真正喜欢上弹琴是在五年级。在那之前，我一直把弹琴当
做任务去完成，要弹一小时，绝不多一分；说弹十分钟，绝
不多一秒，从未真正去感受过那声音。

五年级时，我有一次考试发挥失误，拿到成绩后心里很不是
滋味，在路上无精打采的。回到家中，照常写作业、吃饭、
看书，可这所有的事情都感觉是那么的无聊，那么的烦躁。
弹琴时，我选择了一首奏鸣曲，感觉要把琴按塌似的用尽全



身力气，弹了一个和旋，这一按，我把所有的的情绪都集中
在了指尖上，失落、伤心、甚至有点愤怒，都随着这一声和
旋从钢琴中传出。我的心情也似乎不再那么糟糕了。

当我弹完琴后再看作业、书，才觉得一次考差了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一次考试失利而击垮了自信心。

从那以后，钢琴成了我最要好的伙伴，它能在我考好时提醒
我不能太过骄傲，在我失败后鼓励我勇往之前，在我受委屈
后，安抚我那受伤的心灵。

希望在以后的道路上，音乐能够一直伴我左右，我能够永远
与音乐相随。

以生为本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1、学生的参与状态，教学反思：以学生为主。学生在课堂上
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以一定的参与度做保证的，学生没有参
与，或参与得不够，就算不上＂主体＂。学生的参与状态，
既要看参与的广度，又要看参与的深度，就广度而言，学生
是否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了，是否参与了课堂教学的.各个
环节；就深度而言，学生是被动地、应付地学习，还是积极
主动地探究。一切都以学生的活动为主，教师只是一个组织
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教学反思《教学反思：以学生为主》。

2、学生的交流状态。交流是培养学生合作精神的重要手段，
也是学生为主体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课堂上，教师只有创设
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才能让学生感到自己
在这个环境里是安全的、融洽的、自主能动的，他才能和同
学、教师进行平等的对话。开始时，我以同桌之间互相交流，
发现有的组别同学关系不好，知识面差距过大，造成不能很
好交流，于是我又允许有的以前后桌为单位交流，使学生能
够互相交流。



3、学生的达成状态。在课堂上，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有无切
实掌握这些知识，并将这些新知识纳入自己原有的知识体系
中融会贯通的能力。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在获得知识学习过
程中是否积极主动的跟进、共鸣、投入，每一个学生是否在
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尽可能大的进步与发展。在致力于面向全
体学生的同时，是否能使“优等生”“吃得饱”，让“慢
生”“后进生”吃得了，真正学有所得，各得其所，从而使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