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
美的教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优秀教案范文，欢迎阅读分
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篇一

结合师生互动和真实案例引入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组织的效果较好，为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以情境、体
验、自主和实践为主，立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学
习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养成，学生学习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做到了创设情景，互动探究，自主学习、自我成长。把学生
的生活实际和教材中的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自主感
悟、共同合作、探究，通过分析具体的案例来获得知识，做
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教学中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
导学生思考与讨论，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
学生进一步体会生命和健康的珍贵，知道重在预防，免受伤
害，学会自我保护的基本方法。围绕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存在
的问题，以正面的引导，促使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在用好
课本资源的前提下，大胆地整合教材，恰当地拓展教材，并
紧密地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社会实际，走进学生的心灵世
界，促使学生的学习由课内延伸到课外，由单纯地接受知识
转变为体验、感悟和实践。设计中发挥了多媒体教学的辅助
作用，渗透了先进的教学思想，体现了思想品德课的育人功
能。

在教学中学生的交流讨论还不够充分，联系自己身边的事例
较少。



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篇二

今天五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了我们的呼吸这一节。在我们共
同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需要在以后的教学
过程中加以注意。

1.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在学生的活动的过程中，教师的主
导作用能够很好的指导学习进行学习。在本次课的学习中，
我的主导作用不是十分的明显，似乎一直指导学生进行做题，
而不是真正的自主学习。因此我想在教学中，一定要指导学
习进行更加有效的学习。

2.学生的主体地位需要学生进一步的进行理解和掌握。在指
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小组合作，代表讲解的过程中，学生
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掌握自己的地位，而是习惯性沉浸在常规
的教学之中。因此学生需要理解课堂是自己的，是展示自己
的舞台，鼓励学生积极的在课堂上展示自己。

第一我认为学生的预习不是非常的充分或者是许多的学生没
有进行预习，许多的的学生只是在上课的时候才看书。第二，
我的'预习设计有些不大合理。在预习设计之中，设计的问题
太过简单和笼统，没有方法检查学生是否真正的进行有效的
预习。预习的有效性是学生进行自主、合作学习，自我展示
的的基础。第三没有给予不活跃学生的进行展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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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篇三

在上第一课《植物新生命的开始》时，我让学生自己准备各
种植物的种子，虽然也提到要带凤仙花的种子，但是一般孩
子的家中都是没有凤仙花种子的，凤仙花这种植物现在也不
是很常见了，第一节课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带来的，不过其他
的种子孩子们带了好多，凤仙花的种子我则通过各种图片进
行展示，所以基本没有影响第一课的上课效果。在这一节课
上，我慎重地布置学生准备下一节课要用的凤仙花的种子和
播种用的各种工具。看得出，孩子们都去精心准备的，有的
孩子特意去店里买了凤仙花的种子，还准备了花盆和泥土，
我感到很欣慰，看来同学们对种植凤仙花都很感兴趣。

《种植我们的植物》这一课的教学，我先从介绍凤仙花开始。
我通过让学生自学书本上第19页“资料库”中有关凤仙花的
资料，让他们说说你获得了哪些关于凤仙花的知识，让孩子
们进一步去了解凤仙花。然后介绍凤仙花的播种方法，引导
学生思考“花盆的底部为什么要有出水孔”、“出水孔为什
么要用瓦片盖住？瓦片怎样盖最好？”、“为什么要浇适量
的水？”等问题，让学生掌握正确的播种方法。同时，考虑
到我们这一所学校是农村学校，有大半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
子女，有的学生家里没有花盆，估计父母也不会特意去给他
们准备花盆。在浙江小学的科学论坛上，我看到了有位老师
用大号的饮料瓶，改装成的花盆特别的实用，我便把所有的
图片都下载了下来，制成了幻灯片，放给孩子们看，让孩子
们回家只要借助于家中没用的饮料瓶，简单制作一下，就成
了一个完美的花盆了。只要剪下饮料瓶上部漏斗状部分，拧
去瓶盖倒置，里面先塞上棉花，再装上泥土；瓶子剩余的`部



分再剪低一些，作为储水用；把剪下来的上部倒置上去，用
胶布粘好，一个改良版的饮料瓶花盆便做好了。孩子们对于
这个变废为宝的花盆都很感兴趣，同时对花盆里培育出的盛
开鲜艳花朵的凤仙花也非常感兴趣，我大力发动学生，回家
去试着做一做这个花盆，希望人人都能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凤
仙花来，供接下来的日子对凤仙花的种子的萌发、凤仙花茎
和叶的观察做好准备。

当然观察凤仙花种子的发芽，书上还介绍了在透明的杯子中
进行播种，我也跟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种方法，同时也让他们
试着做一个这样的装置。学生对于种子发芽，到底是先长根
还是先长茎和叶搞不清的，大部分学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肯
定是先长茎和叶的，因为种子种在泥土中，他们看到的就是
发芽。所以首先启发学生想办法如何亲眼看到种子的萌发过
程，让他们先说一说，然后阅读教科书上介绍的用透明杯子
种植植物来观察根的生长，并且提醒学生“不同方向都放置
种子”，为后面观察根总是向下生长做准备。

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篇四

《我们成功了》这篇课文是属于第三单元的文章,第三单元的
文章都是围绕着“爱祖国”这个专题写的,《我们成功了》反
应了我国在新世纪之初重大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通过体
会人们在申奥成功时的激动、欢乐和自豪,让学生增强民族自
尊心和自豪感。

所以在教本课之前,我对北京申奥的北京作了介绍,让学生理
解北京申奥成功的重大意义,同时还给学生观看20北京成功申
办奥运会的人们激动场面的录像片段。并且在教学第二自然
段时，我设计假如当时你就在人群中，你会高呼什么?有什么
表现?让学生在训练的过程中，发展语言，增强民族自信心。
当我出示“我们成功了！”“我们爱北京！”“祖国万
岁！”，学生很快就能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我们来种树教案反思篇五

“我们的校园”是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它是本册教材收尾
篇，是在学生对本册教材内容有了系统的认识后进行的综合
运用，并含有统计思想的渗透。教材选取了一些学生喜欢的
运动，启发学生根据活动的内容和情景，提出一些数学问题，
并利用所学的知识加以解决，使学生加深对本册所学知识的
理解，体验自己的校园生活中存在数学，从而培养学生从实
际生活中提出数学问题的能力和“用数学”的意识。此外，
教材还安排了直观统计图，让学生用涂色的方法整理数据，
并回答简单的问题。

今天我用两课时的时间完成这节实践活动课。第一节课是让
学生整体观察主题图，并用完整的语言有条理的说说自己所
观察的的内容，这节课重点放在对每一项活动内容中所提出
问题进行解决上面，如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跳绳的
有多少人”、“踢球的有多少人”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要
求学生学会多角度观察，进一步体验解决问题策略多样化。
第二节课是引导学生统计各项活动人数，并在直观图中涂色，
与此同时让学生体验直观图中的“笑脸”一个对着一个画的
好处：一是美观，二是看得清楚，三是便于比较。这节课我
把重点放在引导学生根据直观图中的信息提出问题上面，在
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能根据图中的数据提出“参加哪项活动
的人最多？”“参加哪项活动的人最少？”“谁和谁一共有
多少人？”“谁比谁多多少人？”“谁比谁少多少人？”的
问题，并解决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当然，这个要求对于有些
学生来说是由一定的难度，但毕竟有一半的学生能达到要求，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