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
校本课程教学反思(模板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
效的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为了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及素质教育，我校在落
实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利用右安门地区的实际教育
资源，开发了带有地区教育特色的校本课程。以右安门地域
为依托，对学生进行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

同学们开始争论起来，有的同学说:年久失修，河岸坍塌，河
床淤积，断面缩窄，排水不畅，造成河水现在这个样子。还
有的同学说:很多人不注意环保，随便往河水里到废弃物，那
天我就看见，邻居的阿姨往河里倒脏水。

同学们说得都非常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市已经将这
条河列为全市重点水利建设工程，但是光靠治理能行吗?同学
们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光靠治理不
行，还有人们提高环保意识。有的同学们自愿做小宣传员告
诉附近居民:保护环境要靠大家的努力，还凉水河一身“清
白”。提倡实行垃圾分类袋装化.这样不仅能减少环卫工人的
工作量,还能更好地起到废物利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买菜
时,少用塑料袋,尽量用竹篮子.用笔尽量用可换芯的,减少圆
珠笔外壳的浪费与垃圾量.外出吃饭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有
的同学走上街头清除那一块块被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
告。还有的同学收集废旧物品使它变废为宝，同学们用可乐



瓶做的小花篮、烟灰缸、用废纸折的纸鹤等等很多工艺品。
说到这儿有的同学还高兴的唱起了学生自编的歌曲《小蚂蚁
聚一起》小蚂蚁碰碰触角传消息，大家环保意识强，右安门
变化真是大，大家搬家来这里，来这里。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肯定要迈入下一个世纪的，他们很多
都为全球日益变暖而脆弱。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
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
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
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七大江河水系中，完
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
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为了地
球的明天,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要好好地保护环境.

转眼间，我们又进入了美丽的三月，这是植树造林，绿化国
家的大好时机，为了创造良好的绿色家园，保护好生态环境，
我建议同学们:热爱大自然，爱护花草树木，保护珍惜动物。
开展植树护绿活动。

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反思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语文课堂?

记得在课程改革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家长这样说：“课
程改革虽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它却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孩子
一生的命运!”教育家杜威先生说过：“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
教育，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以为：“教师
在乎什么，学生就发展什么.”

(一)给学生一个“情感的课堂”。

1、一个语文教师应该让学生觉得极富“激-情” 在语文课
中，如何体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其基点就在于“情



感”。一个没有激-情的教师，如何能调动学生的情感，能让
学生充满热情地学习?展现给学生一个“充满激-情的我”，
陪伴孩子度过每一段“燃烧的岁月”!

2、尊重“需要”，注重“激趣”。

通过多种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或直观演示、
或旁征博引、或巧设悬念……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和动机，
创造“我要学”“我想学”的积极教学氛围。

3、教学活动中要注重置师生于课文、作者、情景之中，也就是
“溶情”。

(二)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堂”。

以前的语文课堂，学生只是可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
去“交流”。我们要还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堂，实
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和“生生交流”。

(三)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

1、让孩子去“展示自己”。

“教学不仅仅是一种告诉，更多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
和感悟”。

给孩子多大的舞台，他就能跳出多美的舞蹈。课堂是什么啊?
课堂是激-情燃烧的动感地带，是他们求知、创造、展示自我、
体验成功的平台。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地方。学生的潜力是无
限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给了学生足够大的平台。孩子的创
造力有时简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位教师在教学《乌鸦喝
水》时，接触到了两组形近字，“鸟”和“乌”，“喝”
和“渴”。这一直以来都是教学的难点，教师让孩子们自己
思考，竟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对于“乌”的理解：“乌”



表示黑色;“乌”比“鸟”少一点，是因为乌鸦全身都是黑的，
以致于我们看不到它的眼睛了。

对于“喝、渴”的区别，学生这样说：“喝水”要用口喝，
而且必须把嘴张大(形象说明“口”的字形)，所以是口字
旁;“渴”是因为口渴了特别想喝水，而想喝水并不一定要张
大嘴巴，所以是三点水旁。

2、注重实践，多方面实践感悟语言。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那么，利用好例子教
给学生学习方法之后，接下来的应该是大量的实践，只有在
实践中，学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巩固、提高。教师要做一个牧
羊人，把可爱的孩子们引领到最肥沃的草地上去尽情享受!教
师让学生通过“说”和“读”把感情表达出来，课堂在这激
烈的情感碰撞中进入高-潮。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语文校本课程教学反思。

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由楷书作基础、学习隶书难度比初学楷书时容易多了。但隶
书很多笔画写法跟楷书不同，甚至面目全常。需要师在教学
过程中特别提醒、示范，帮助学生积累、引导他们进行迁移
运用，以达到熟练运用、流畅书写。

在学生练习出现错误时，一定要及时指出、示范。同时时间
允许的情况下多给类似字加以积累、巩固。

最遗憾的是教室的多媒体已严重老化，无法借用、发挥它的'
直观示范功效。有条件的学校要多利用利用多媒体进行书法
教学，可以增加课堂容量，让学生在不断的视、听、动手、



理解、记忆中最大限度的、最有效率的、最有兴趣的去领悟
一堂课的精华。

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通过同学观察色，形状，提出疑问：“这妞扣和谁的扣子相
同，联系自己，看看自己衣服上纽扣的特性。有的孩子看看
自己衣服上的纽扣说：“余书琴说纽扣不是我的，我的是xx
样子的。”这种潜在的观察和表述的方法正好为接下来的故
事发展打下了很好的铺垫。

在老师引导自主讲述时，重复的情节和排比句型：“这是你
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让人产生节奏感；变化
的内容，让人觉得很有趣。

阅读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阅读，他们年龄小，身心发育尚不
完善。拿到一本书就随便翻，在活动的开始，我就引导先读
方法，紧接着我和学生一起阅读，通过教师讲方法，让学生
看书时应看懂一页再看后面的，理解课文的含义。相信通过
这样的培养，久而久之，同学就会仔细观察画面，定下心来
看书，真正投入到缝扣中去。也为以后自主阅读打下坚实的
基础。

小小纽扣是孕育和生发自信的“种子”，是激发想象和创造的
“引擎”，支持学生有目的、有导向的活动帮助学生发展主
动性，获得成功感，这是我们给予孩子的真正的爱护。

校本课程京剧脸谱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长安镇是平利女娲茶产茶重镇。我校周围的田地里、山坡上，
到处都是生态茶园，许多学生家的房前屋后也都有茶树或茶
园，也有许多学生亲手采摘过茶叶，所以学生对茶叶并不陌
生。我国种茶、制茶、品茶的历史悠久，名茶种类也繁多，
茶文化非常深厚，学生虽对茶叶早已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但对茶叶文化知识的系统了解甚少。因此，我校开发了《魅
力茶乡》的校本教材，使茶乡的孩子在懂得茶文化的同时，
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

《魅力茶乡》这本教材，分家乡、茶文化、导游三篇章，详
尽生动通俗易懂地记述了长安的历史文化、茶饮产业以及长
安旅游发展状况，包括：长安人物、风俗、古迹景观，茶文
化的发展史、茶叶的分类及主要产地、茶叶的十大保健功效、
饮茶禁忌、各类名茶鉴赏、茶叶的保管、绿茶冲泡方法、茶
艺基础知识、认识茶具、茶艺礼仪、冲泡绿茶的基本功、认
识绞股蓝茶、文苑荟萃导游知识与实践等内容。其中，文苑
荟萃包括：教学生传唱茶歌、赏析茶诗文、茶联赏析、茶与
绘画赏析、茶标本画制作、了解名人与茶的故事等。

通过一年的教学，使学生对茶叶的历史发展有了粗略的了解，
懂得了茶叶与产地的泥土、海拔、气候有密切的关系，因采
摘时间、制作工艺的不同，分为不同种类；同时，通过鉴赏
使学生对我国盛产的各种名茶有所简单了解，并对学生进行
了茶文化浸润，使学生通过电脑挖掘了有关茶叶的人文故事。
通过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了关于茶叶的一些初步知识。例
如，懂得了茶叶保健功效、了解了茶叶保管方法、认识了各
种茶具及其用途、学会了正确泡茶方法、对茶艺有了初步了
解。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家乡的历史，感受家乡之美，领略
茶文化的厚重，提高社会综合实践能力，这是把品德教育和
能力培养有机融合的一个好途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反思这一年的校本课程教学，发现了一些问题。

从教材的角度来看：一是教材内容编排还需充实，线条粗放，
可操作性不强，趣味性不足。二是对本土茶叶资源挖掘还不
够，内容过少，且浅显，使学生不能全面深入了解关于自己
家乡的茶叶分布、种植、采摘、加工、销售、产量、价格、
以及茶园管理、茶庄分布及运作等情况。三是茶文化赏析部
分，挑选内容偏深，学生难以理解。



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反思：一是课程不利于运用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导致课堂上太多空洞说教，难以与学生产生互动，激
发不了学生学习兴趣。二是茶叶样本不足要多通过实物让学
生通过看、闻、泡、尝来体会和区分，课堂亲手演示和操作
不够。三是个别学生对本门课程重视的不够，以为不考试的
科目就可学可不学。

综上所述，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是修改教材，使教材涵盖面更广，更加浅显易懂，具有知
识性和趣味性，利于课堂教学。深挖本土茶叶资源和茶文化，
使学生对自己家乡有更多的了解。

二是努力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深挖教材，制作课件。运用现
代发教学手段增强可视性，利用实物增强可操作性，激发学
生兴趣，增强师生互动，使课堂活起来。

三是进一步培养学生兴趣，开展活动竞赛，提高学生对校本
课程的认识，增强了解家乡和热爱家乡的热情。

四是改进学生评价方式，以学生平时学习态度和单项实践活
动如标本画、导游表演、茶艺表演合并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
量化评价。

五是加大投入，购置教学用茶，多开展实践活动，加强校外
活动的组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