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篇一

本节课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学法指导，表现如下：

1、导入新课时通过复习前一节课的内容，使学生掌握了新旧
知识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学习中应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
方可融会贯通。

2、通过读教材图3-3和3-4，引导学生分析自然地理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理解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含义。学生掌握了
读图分析问题的方法。

3、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学生掌
握了合作学习、主动探究、积极思考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法。

4、通过分析案例，得出“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甚
至整体环境的变化”的结论，使学生掌握归纳总结问题的.方
法。

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篇二

在了解了孩子们学过了《鼠小弟吃苹果》之后，我在网上找
到了他的兄弟篇《鼠小弟的小背心》。这篇故事开始就出示
了鼠小弟穿着一件长长的小背心的图片引发学生思考，鼠小
弟的小背心怎么了？陆续出示有其他小动物看见鼠小弟的'小
背心好看，想要借走穿一穿，可是穿上了之后发现太紧了，



从小鸭子到大象，几经辗转小背心回到鼠小弟手里的时候已
经变得不能穿了，它很伤心。大象看到之后便安慰他，用大
象的鼻子勾起了小背心，让鼠小弟荡秋千用，这回鼠小弟开
心的笑了。

文章可以从不穿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来入手去展开想象，写一
写自己有没有曾经羡慕别人的东西，得到后发现并不是那么
美好的。我选择的角度是最后大象为了让自己的朋友开心，
想了哪些办法的，同学们对这件事都很有见解，发言也很多
样，这样孩子在写的时候就容易多了，配上3己觉得美丽的图
画，这节读写绘课就不但达到吸引孩子读书的兴趣，而且还
教育孩子们要懂得分享，懂得开导别人。

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学法指导，表现如下：

1、导入新课时通过复习前一节课的内容，使学生掌握了新旧
知识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学习中应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
方可融会贯通。

2、通过读教材图3-3和3-4，引导学生分析自然地理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理解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含义。学生掌握了
读图分析问题的方法。

3、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学生掌
握了合作学习、主动探究、积极思考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法。

4、通过分析案例，得出“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
甚至整体环境的变化”的结论，使学生掌握归纳总结问题的
方法。



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篇四

本节课对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学法指导，表现如下：

1、导入新课时通过复习前一节课的内容，使学生掌握了新旧
知识之间的联系，告诉学生学习中应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系，
方可融会贯通。

2、通过读教材图3-3和3-4，引导学生分析自然地理要素之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理解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含义。学生掌握了
读图分析问题的方法。

3、通过小组合作探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学生掌
握了合作学习、主动探究、积极思考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法。

4、通过分析案例，得出“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其他要素甚
至整体环境的变化”的结论，使学生掌握归纳总结问题的方
法。

整体认读音节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反思：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是高中必修一自然地理部
分学习的总结和提高，通过生物循环这一案例，让同学们自
主分析前四章所学的大气循环、水循环、岩石圈物质循环，
来深刻认识地理环境各要素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
联系。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探究活动帮助同学们掌握
地理环境环境整体性的表现。符合本节课的课标要求：举例
说明某自然地理要素在地理环境形成和演变中的作用及举例
说明自然地理各要素的相互作用，理解地理环境的整体性。
本节课整体上来说内容比较多，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在
自然地理要素的相互作用这部分，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内容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各部分比较松懈，因此，我主要从
两个方面来进行教学内容的设计，包括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含
义和表现，让同学们把握整节课的重点就是“自然地理环境



各要素具有整体性”。

1．利用同学们熟知的蝴蝶效应导入新课，来对学生进行引导。
运用图片及设问，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但
与本节课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原理贴合不足，最后没有总
结，将蝴蝶效应与所学原理相结合。

2．将教材知识点与案例有机整合，给学生清晰的思路，通过
案例将要学习的内容转化成一个个小问题，通过提供黄土高
原的背景资料，让学生自己自主找出答案，方便学生的理解，
但对案例的探究分析时间过短，引导不足，直接给出答案，
不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材处理没有考虑学生实际，忽略了高一学生实际的知识
经验和认知特点。跳过讲解生物循环，学生对大气循环、水
循环，岩石圈物质循环也只是简单复习，没有知识的迁移运
用，不能更好理解各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4．由于听课对象不同，对本节课的设计讲解较为简单，逻辑
不连贯，对于真正高中生来说，理解起来难度大，学生参与
度低，讲课效率低。

5．ppt制作简单，内容不够丰富美观，讲课声音不太洪亮，语
速过快，与学生互动太少，只顾自己讲解，没有亮点，板书
过于简单，不够系统综合。

要重视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处理和教学方法的选择
上达到最优化。应努力提高活动的“质”的水平。提高自身
专业素养，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生活化。
对探究问题或任务的设计要符合学生的经验水平；问题的创
设要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并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活动过程中
要多加鼓励，创造“思维性讨论”的气氛，激发全员的参与
欲望，并注重适时评价。例如：在教学素材的选取上，要充
分围绕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对学生终生有用的地理；教学方



法上要突出个性化的教学，满足学生的参与欲、表现欲、竞
争感和成就感，通过对地理课堂教学的优化，培养学生对地
理的兴趣，克服由非智力因素而造成的学习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