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实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一

课上，由于某一个教学环节发生了遗漏，导致我在30分钟内，
就将课文内容结束。剩余的5分钟，我的心里发懵了:我该怎
么过这5分钟呢我采取了让学生读对话，自己再范读对话。师
傅随后告诉我，我这样一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将前面的教学
环节进行了重复，或者说这样安排不符合这堂课该有的节奏，
要将它安排在课文理解中。在剩余的时间内，老师们告诉我
可以安排以下几个环节:让学生想一想，动笔写一写"小男孩
在听了列宁找灰雀时焦急，为灰雀惋惜等的话后，那时他心
里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小男孩从这件事中，他明白了什么"，
让学生站在同龄人的立场上，更加能获得情感的体验和提高。
也可以让学生做做课堂练习本……总之，方法有很多种{当然，
这么做，并非为了填满时间}。从这堂课中，我不仅明白了临
场应变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只有事先做好了十二分的准备，
才能让课堂更好的完成，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多的
发展;而在课堂教学时，做好随时的应变的准备，让自己不拘
泥于教案的束缚，又能真正让课堂的时间做到合理的运用。

基础知识的再学习

虽然在第一课时中，已经比较全面地学习了字词和课文的初
读，但这并不是说字词的学习在第二课时中就可以停息。相
反，在课堂中，抓住一些重点的字词，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
理解课文，也能起到增加词汇的作用。在《灰雀》一文中，



有不少词语是需要随文理解的。但这一步我却忽略了。所以
在这一堂课中，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学得不太扎实。

……

整堂课从总体看，还算成功，但细细分析，存在的缺陷也不
可少看。但是，教学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然后不断发现不足，
加以改进的过程。所以，我相信，认真做好反思，并在今后
的教学中不断改进，我会有所进步，有所收获!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是人美版小学美术教科书第8册的第11课，属于“欣
赏·评述”学习领域。本课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画的分类、
工具等知识，使学生能够从笔墨、韵味、形式等方面感受中
国画的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让学生认识中国画，
喜欢中国画。

本课以猜竞齐白石的一幅中国画拍卖画的价格引入，很好地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教学中采取多媒体与传统教学互补的
方式，潜移默化地讲解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简单讲解
后为加深学生认知，出示国画作品，强化学生认识中国画的
题材，让学生欣赏优秀作品，从中感受中国画带来的魅力。
又通过中国画作品与实物的对比，层层深入教授中国画意在
于似与不似之间。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学生初步了解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国画。本课我在准备的时候，内容比较丰富。相
同的是内容多而导致整体学习目标不够明确，条理不够清晰，
很多概念提出之后，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展开，例如：墨分
五色环节，学生并没有真正了解怎样分辨。其次，对比中国
画环节，我在引导学生方面欠缺，对比阶段目标是导出写意
与工笔两种技法，学生回答不对时，我没有做相应的指导。
在教学环节设计上应该再丰富、灵动一些和学生再贴切一些：
例如：多欣赏。



还有就是，虽然知识点都能强调，学生掌握较好，但是各个
教学环节连接较为模糊、松散。问题设置不太明确，例如：
写意、工笔引入的问题不明确，学生未能理解，学生回答不
到点上。我的口头语也比较多，评价语言贫乏，经常重复学
生回答。个别地方交代不清，引导不够，例如：写意画与工
笔画这两种画法学生没有明白。语言也欠准确，例如：写意
画中一句“画得简单”是不准确的。对比生活中的虾和齐白
石笔下的虾找不同的问题，设计也欠层次与精准，显得宽泛。
让学生盲目地猜，之后老师总结，不如提出研究性的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研究，探索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诗书画印结合的《墨梅图》讲解内容有些片面，概念
不够清楚。比如：画印的位置与作用，概念太笼统了。笔墨
纸砚是中国画的材料，在纸的介绍上，可以结合画法，如果
能有一些示范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一下，更能加深学生认识。
在讲到中国画在生活中的运用时，可以让学生来找一找，发
现身边的中国画的运用，既能巩固学生对中国画的理解，又
培养了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习惯。通过讲这次公开课，我
认识到了我的不足，以后我在讲课时要注意：

（1）导入提出问题要有针对性；

（2）教学方法再多一些，比如：游戏，体验都是较有效的教
学形式；

（3）提出问题要更加简洁，准确；

（4）评价语言要更加丰富；

（5）注重讲授知识的准确性。这是我针对本节课进行的反思，
希望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能够不断地成长，把课讲得越来越好。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三

在我备《中国美食》一课时，就预设到学生会对本课非常感
兴趣。今日上课之前，就感受到了学生的那种积极向上的学
习热情。看图读词语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盯
着黑板，嘴里还发出啧啧声。

学生举例说自己最喜欢吃的美食时，一个孩子一口气说了好
几种菜名。

平时上课爱做小动作的孩子，今天积极举手发言，巴不得次
次叫到他。

在学习中，学生通过赏美食、说美食、菜名识字几个环节展
开，引导学生欣赏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
明和智慧，培养民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
大精深，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作为老师，我在备课的时候，也有了收获，“凉拌菠菜、香
煎豆腐、红烧茄子、烤鸭、水煮鱼、葱爆羊肉、小鸡炖蘑菇、
蒸饺、炸酱面、蛋炒饭”，这些菜名中，就有烹饪的方
法“拌、煎、烧、烤、煮、爆、炖、蒸、炸、炒”十种。中
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光是一些美食名称的由来，还有
更多的内容在里面，怎样能让学生了解的更多，除了教师的
讲解以外，还能用其他形式来呈现，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因此，今后教学时，课前一定要准备充分，多角度的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通过赏美食、说美食、吃美食，引导学生欣赏中国饮
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培养民族自豪
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进一
步探索美食文化的兴趣。



优点之处：

2.学生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老师的帮助，及与同学的协作、
交流，同时利用已知信息为基础，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取认
识，符合教学规律。

不足之处：

1.识字课，识记字形没有贯穿到课堂中。

2.写字时间不够10分钟。

改进措施：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实际需要、实际能力出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自己，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
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学习、
高效率学习！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五

整个活动我以少林方丈的角色与幼儿一起模仿少林功夫的情
境，使幼儿对活动充满好奇，激发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与
积极性。活动中让幼儿有自主选择尝试的.权利，注意调动幼
儿敢于挑战的积极性，在幼儿双手提矿泉水瓶走直线到走s形
之间有一定难度容易绊倒梅花桩时，教师提醒幼儿注意遵守
规则，鼓励幼儿又快又稳地通过障碍，让幼儿通过身体感受
的变化体验挑战自我的成功感；最后在简单有趣的戏水游戏
中，幼儿不仅得到身心放松，情感上也得到极大的愉悦。

活动中场地的设置上体现出层次性，兼顾到幼儿个体差异，
难度的不断递进来体现活动的循序渐进的层次；其次在场地
器材设置上，通过设置不同难度的行进路径，满足能力不同



层次幼儿的需要，设置不同重量的水瓶，让幼儿自主选择，
使幼儿通过层次的递进感受自己的进步。养成遇事沉着冷静、
勇于克服困难的良好心理素质。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六

赴无锡学习听了许多教育名家的课，感觉蒋军晶老师指教的
《舌尖上的美食》作文指导课对我来说启发很大。作文指导
课一直是我在语文教学中很薄弱的一项，不知道如何指导能
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听了蒋老师的课让我豁然开朗，指导
写作就应该教会写作方法。

在这节课中，教给了学生五种写美食的方法，分别是一样一
样写过去、多用颜色、让味道“动起来”、用上“比较”、
用上“好像”这五种方法，并通过五个具体的例文让学生理
解并掌握运用这五种方法。那么当讲解完这五种方法后，学
生再写作文的时候，确实得心应手很多。在课堂上，孩子们
恰当的运用这几种方法，不仅能把作文写长，也使作文更具
语文味儿，更生动形象了。课堂上孩子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就能写出菜的色香味来，是和恰当的指导方法离不开的。

但在我执教的这节课中，感到后边的汇报部分时间还是有些
紧凑，许多孩子都没有充分的汇报和交流，并且对汇报的孩
子的点评也不是很到位，这就需要我加强自身的文学素养，
只有教师的语文功底厚，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在今后的教学
之路上，我会继续努力，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收获。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七

（一）复习导入，激发兴趣。

1.当小老师，抽读生字卡片。

2.复习词语：



红烧烤鸭羊肉蛋炒饭茄子小鸡

（1）指名学生认读生词。

（2）开火车认读词语。

3.齐读词串。

4.继续学习《识字4》。（板书：中国美食）

（二）读中悟情，读中积累迁移

1.读法指导。小朋友，上节课我们只是粗略地了解了一下中
国美食，如果你想跟多地了解中国美食和烹调方法，我们就
继续来学习课文。

2.逐行指导。全班交流，先指名说、读，接着，通过课文插
图或音像加深对词语的理解，然后，让学生再读。必要时教
师可作示范。

指导重点：

(1)第一行：凉拌菠菜香煎豆腐红烧茄子。（课件出示：文字、
插图）

这些中国美食用到了哪些烹调方法？

（这些中国美食用到了“凉拌、煎、红烧”的烹调方法。）

引导学生了解什么是“红烧”的烹调方法。

（红烧：中国美食中烹调方法的一种，把肉、鱼等加油、糖
略炒，并加酱油等作料，焖熟使成黑红色。）

说一说，你熟悉的食物中，还有哪些也用到以上这些烹调方



法？

（凉拌黄瓜、煎油饼、红烧肉）

（2）第二行：烤鸭、水煮鱼。（课件出示：文字、插图）

这两种中国美食又用到了什么烹调方法？

（这些中国美食用到了“烤、煮”的烹调方法。）

说一说，这两种烹调方法的`具体做法。（可以借助查字典）

（煮是把主料放于多量的汤汁或清水中，先用大火烧开，再
用中火或小火慢慢煮熟的一种烹调方法。

烤是把食物原料放在烤炉中利用辐射热使之成熟的一种烹饪
方法。烤制的菜肴，由于原料是在干燥的热空气烘烤下成熟
的，表面水分蒸发，凝成一层脆皮，原料内部水分不能继续
蒸发，因此成菜形状整齐,色泽光滑，外脆里嫩，别有风味。）

说一说，你熟悉的食物中，还有哪些也用到以上这些烹调方
法？

（比如说“烤全羊”、“水煮花生”等。

（3）第三行：葱爆羊肉小鸡炖蘑菇。（课件出示：文字、插
图）

这两种美食用到了什么烹调方法？（爆、炖）

了解“爆”、“炖”的烹调方法。

爆就是急，速，烈的意思，加热时间极短.烹制出的菜肴脆嫩
鲜爽.爆法主要用于烹制脆性，韧性原料，如肚子，鸡肫，鸭
肫，鸡鸭肉，瘦猪肉，牛羊肉等.常用的爆法主要为:油爆，



芜爆，葱爆，酱爆等。

炖和烧相似，所不同的是，炖制菜的汤汁比烧菜的多.炖先用
葱，姜炝锅，再冲入汤或水，烧开后下主料，先大火烧开，
再小火慢炖.炖菜的主料要求软烂，一般是咸鲜味。

（4）第四行：蒸饺炸酱面小米粥蛋炒饭。（课件出示：文字、
插图）

这里有用到了什么烹调方法？（蒸炸炒）

这三种烹调方法，比较常见，家里人一般用这些方法制作什
么家常菜？

（蒸馒头、蒸包子、炸丸子、炒土豆丝）

4．指导停顿。词与词之间停顿较短，做到声断气不断。行与
行之间停顿长一些，做到气断情不断。自读体会。

5．练读全文。注意停顿，语速和语调的变化。自读，互读。
反馈指导。推选优秀者到前面配乐朗读。

6.当堂背诵。学生诵读韵文，边诵读边想象，达到熟记积累，
当堂背诵。

7.了解烹饪方法，能说说看你们在家里都吃到那些菜啊，用
到的是什么制作方法呢？打开作业本28页，完成这桌子上的
菜谱！

经济的繁荣教学反思篇八

《中国美食》是一篇图片课文，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菜品图
片，让学生了解中国的美食，通过认识这些美食，从而认识
生字。通过认识这些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认识中国的美食文



化，爱上中国的美食文化。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本节课教学时，大部分学生对美食还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学
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成为了主体，主动性增强。在
学习中，能运用多种形式，如通活动前师幼收集美食的信息
和各种不同信息，学习活动中的交流和看视频，听故事，使
孩子们充分的运用各种感官来调动对传统美食的喜爱和中国
的饮食文化的了解。从而是孩子们爱祖国的情感有了一定的
提升。整个学习活动注重的情感和知识的积累，环节层层递
进，支持了教学目标的有效落实。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光是一些美食名称的由来，还
有更多的内容在里面，怎样能让学生了解的`更多，除了教师
的讲解以外，还能用其他形式来呈现，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回顾本课教学，课堂上学生始终兴趣盎然。特别是"随图识
字"这一教学环节，由看图认美食进而认识汉字，既形象又让
学生印象深刻，这一环节中的"小厨师"更让学生乐于参与。
此时，我大胆放手，把课堂让给学生，表演的学生语态自然，
语调抑扬顿挫，下面聆听的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将课堂
氛围推入了高潮。纵观本课，无论是识字，还是写字，或是
发现汉字的规律，我都将美食这一主题贯穿始终，将热爱祖
国的情感注入其中，真正达到了"润物无声"的教学境界。

因此，今后教学时，课前一定要准备充分，多角度的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