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校里的反思 的一天教学反思(优质6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一

《一天的食物》是小学科学四下《食物》单元的第一课，主
要由“记录一天的食物”与“给食物分类”两个主要部分构
成。

本节课包括“记录一天的食物”与“给食物分类”这两个活
动，这两个活动之间有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做准备，后者
对前者进行整理。从教学内容来看，本节课需要学生了解一
天的食物，并对我们的食物进行分类。在确定教材中我把分
类作为本节课的重点和促使学生发展的切入点。在确定教学
目标的时候，不仅考虑到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和内涵，更要考
虑本节课在单元中的作用，为后续学习打下什么基础作用，
理解整个单元教材这样安排的意图。

分类是学生在关注食物中自然而然采用的方法，而本堂课也
确实是学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分类，因此分类的要求不
必要太高，让学生在活动中自己发现分类的问题所在，让学
生感受到分类标准的确定意义很大，充分利用生活经验对我
们的食物进行简单的分类，以便我们更好的关注我们的食物，
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鉴于此在教学中采用如下指导：



一是：让学生自己去尝试分；通过引导学生对自己的第一次
分类的交流中感受到自己的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师生共同确定分类标准体系。让学生明确标准的层次
性。

三是：让学生按照统一的标准利用食物卡片粘贴汇报。展示
汇报。

在本堂课中，小卡片是一项较好的教学策略，它促使学生积
极投入参与到科学探究活动中，有助于达成“引导学生关注
自己一天所吃的食物。”这一目标。它制作简便，价格便宜，
操作方便，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并把几个重点探究活动有
机结合起来，活跃了课堂氛围，提高了教学效率。

不足之处：

1、记录一天的食物时，把原来的记录纸是分散的，汇报时不
能很好的反映一天的食物。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二

课文讲述的是南丁格尔从事护理事业和在护理事业上作出的
杰出贡献，以及在护理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向人们展示了一
位执着、坚毅、勇敢坚强、无私无惧、用爱心和恒心为伤者
带去福音的白衣天使的伟大形象。课文采用倒叙的方法开篇，
然后讲述她在护理事业上的成就及从事护理事业的曲折道路。
课文的内容比较散，段落也不太清楚。于是我便用这种方法
进行教学。首先，让学生小组合作，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
课文，小组进行评价，然后进行交流，交流读懂的内容。

学生读文、交流后，对课文内容真的理解了。接下来，我又
安排了集体交流，围绕“你佩服南丁格尔吗?为什么?”这个
话题展开讨论。有的结合教材，有的结合生活实际，交流得



非常好，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南丁格尔的伟大精神。

教学，真的是一门艺术!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三

本以为已经很了解本班的学生们，今天上完《难忘的一天》
后，我发现我错了。引入时我提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
问题：“每个人都有难忘的日子，你最难忘的一天是哪一天，
为什么难忘？”想象中肯定是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一个
个跃跃欲试抢着发言，可是教室一片沉寂。为了打破僵局，
我只好在一旁递点子：“你的生日呀、节假日、高兴的、难
过的日子等都可以说说。”终于有几只犹豫的小手举了起来。
听过几个孩子的发言，其他孩子仿佛若有所获。想想，大人
们要说难忘的日子可多了，在脑海里随便都能搜出好几个，
可是七、八岁的孩子，有多少人生经历呢？而且农村的孩子
又有多少机会接触令人惊奇的、新鲜的事物呢？能像课文里
见到国家领导人的人又有多少呢？低年级的语文教学一直注
重识字、写字。每天上课，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认、认、认；
写、写、写”很少分析文意，理解词语。本课有许多描写人
物心情和表情的词语，我怀着试一试的心理让他们边读边勾
出表示心情和表情的词。一会儿，纷纷举起手来，听了发言
我才发现，他们对这种词语相当熟悉，因为经常能在周围人
以及自己身上出现类似的现象。我顺势又进一步：“它们常
用在哪些人身上？”一生说：“‘慈祥’用在老人身上。”
一生补充：“‘和蔼可亲’一般也用在老人身上，‘微笑’
所有人都可以用。”本以为高深难测的问题想不到就这样迎
刃而解了。

结尾小作者说：“我忘不了这一天，也忘不了自己肩上担负
的责任。”学生们不明白“肩上的责任”是什么。有的说要
努力学习；有的说学习知识、学习本领的目的是将来找到好
工作……他们的答案很现实，很贴近生活。虽然与小作者树
立远大志向，将来报效祖国的想法有一定差距，但也并不矛



盾。接下来，我会利用国庆节，以及第三单元，以爱国主义
教育为主题的课文教学引领他们“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的志向。相信到时再来谈谈“肩上担负的责任”他们会有不
一样的认识。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四

在教学本课时，我引导学生抓住“佩佳的一天”与“自己的
一天”进行对比。让学生张开嘴巴来说说自己的一天，比如
双休日或放假时的一天，通过在什么时间，佩佳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的练习说话，让孩子明白时间一去不复返，要珍
惜时间，不要虚度光阴。

从教学时的情况看，我觉得“佩佳的一天”与“自己的一
天”的对比这一教学环节十分重要。由于在这一环节，我花
大量的时间让孩子们想象、体会、表达，为后面揭示文章的
中心“失去的一天就是失去了什么”打下基础，也使得课后
的练笔能够顺利进行。同时经过这样的对比，也让学生明白
了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最后，让学生把他们收集来的时间名言说出来，好多学生收
集到十来条时间名言。相信这些名言会对他们多少起到一定
的作用。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五

有时我也一直在想，如何将绘本上好？如何很好地挖掘出绘
本的价值？那么如何很好地在活动中体现出价值以及更好地
进行师幼互动呢？这次的活动给我的感触还是非常多的。

1．选材的重要性

2．设计的多样性



在活动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幼儿则处于主体地位，
让幼儿边阅读边思考边大胆表达，符合幼儿年龄特点，贴合
孩子的兴趣。阅读——理解——讲述——表演。整个过程环
节环环相扣，逐步深入。同时也提高了幼儿语言的表达能力、
体验到了故事情节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同时在狐狸第二次准
备吃掉小猪的时候，故事中的小猪提出了自己要先按个摩这
样肉才会软软的、香香的，教师问“你有没有按摩过，现在
帮你旁边的小朋友试试”，这样一个环节的设计在很大的程
度上提高了幼儿相互之间的交往能力，这个活动能从多个方
面促进幼儿的整体发展。

3．结合活动特点进行师幼互动

故事的内容诙谐有趣，人物特征鲜明，比较适合表演，教师
通过谈话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人物特点，同时为后来的表演、
模仿做准备，在看看、说说、做做种充分体现了师幼互动这
一特点。如当小猪知道自己走错了门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让
幼儿体验到小猪那种害怕、惊恐的心情，教师通过表演、模
仿、对比的方式，和孩子们一起真实地体验到小猪的心情等
等。

这个活动给自己很大的启发，一直以来自己都觉得绘本只是
看看、说说就可以了，但是通过这个活动我了解到绘本原来
还可以演一演、学一学，甚至在《艾玛捉迷藏》中，教师还
可以挖掘绘本这一特点来画一画，看来，只要做个有心人，
一样的活动必定会有出人意外的特别。

在学校里的反思篇六

四上第四单元作文《我和过一天》，让孩子们想象，和神话、
童话中某个人物过一天的情景。

这个单元，是神话故事单元，在学习课文和课外阅读时，孩
子们已经感受到了神话的神奇魅力。



在本次习作前，我害怕去指导，因为指导会限制孩子们多元
的想象，只要老师往哪个方向引，他们必定不会百花齐放。

因此，周末让他们初步写作，按自己的想法写。周一找到两
篇佳作发表于”“童心之语”。一篇是文美成的《我和精卫
过一天》，另一篇是李雨佳的《我和死神过一天》。

文美成的文章，想象丰富，语言天真好玩，字字句句来自于
她奇妙的思考。我知道这篇文章是她在学《精卫填海》时，
就有了写作冲动，她当时就问我，已经想好了，写和精卫过
一天，可惜我当时没有给她机会马上写。

李雨佳的文章，想象力中极具现实价值。在想象故事中融入
注意安全，珍惜生命道理。看了她的初稿，是自己的构思，
家长修改了一些语句。她的文章，给我提了个醒，具有启迪
思考的想象文，才会给读者带来更大阅读收获。

但小孩子写想象文，大多不能做到，只是觉得好玩。不过，
我在第一次习作后，做了一节课的讲评。归纳了好的开头，
结尾，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好玩有趣，故事写出一波三折，
故事有情感，故事有价值，都是好的故事。

昨晚第二次习作。看到有一半的同学作文有改变有进步。但
故事一波三折，可能对四年级孩子，要求太高，他们反倒会
让故事变得凌乱，每一个情节几笔带过，没有具体的细节。
所以，四年级孩子，还是让他们具体写好一个情节就好。

作后讲评决定本周每日渗透一点点，让他们思考时候更长一
点。每日点评一本作文，周五用一节课教他们学会批注和点
评。

希望一次单元作文，能让他们真正有一次收获，而不是完成
任务。



想象就要天马行空，语言要么动人，要么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