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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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篇一

本课是第二单元了解祖国，爱我中华的最后一课，本课时共
有两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美德薪火相传”。
主要通过展示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使学生体会中
华文化的特点，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为下一步
的教学做铺垫。因此我制定的教学目标和重难点为：

情感目标：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提高文化认同感。通过学
生感受奥运，传承传统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知识目标：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博大
精深，知道民族文化影响个人情感，个人情感深深扎根于民
族文化之中。

能力目标：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大意义，通过
对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个人情感与民族文化关系的认识。

教学重点：继承，发扬，传播中华文化

教学难点：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特点。在当今多元文化
背景下，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

二、说教学设计

设计思路：本课的教学重点应在于让学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



魅力，从而内化为一股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因此，对于本
课的学习，首先应有直观的感受，图片应精而具有代表性；
其次对于一些时事及重点社会问题，应注意与教材知识的切
合点；最后，应注意教学中的前后承接，形成板块式教学，
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学习框架。

教法和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创设情境，
进而通过“姓氏对对碰”、“文化驿站”、“奥运盛会找文
化”、“记者调查谈文化”、“与时俱进传文化”等师生互
动、生生互动环节，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发现问题——讨论
研究问题——交流展示、解决问题，将讲授法、启发式教学、
探究式学习、多媒体教学相结合，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文化
和民族情感。

三、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欣赏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

由“绿叶对根有情，每一个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同样情意深
重，而我们魂牵梦绕的情感源泉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文
化。”引入新课。

〈二〉新课

第一目：1、绿叶寻根

多媒体展示：根据现有人数多寡来确立的新百家姓。让学生
找一找他的姓氏现有人数在全国居多少位。（活动：介绍二
位同学的姓氏来源。点数字可以链接到相应的幻灯片）。这
样做的目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懂得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同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姓氏是一种文化，它关
系我们的历史与血脉。（多媒体展示：黄帝故里祭祖大典。）
近年来，不少海外华人包括中国台湾的许多台胞，纷纷回到



故土寻根问祖，或是祭奠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这一现象
反映了什么呢？（同学回答，教师总结）这反映了中华儿女
情系祖国、不忘故土的情怀。

2、绿叶爱根

从四个侧面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感知中华文化的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

（1）中国结、瓷器、（多媒体展示中国结和精美的瓷器的图
片，配以民乐）

中国结虽小，但小中见大，它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浓郁的美好
祝福。而瓷器的产生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以其自身独特的
文化含量和艺术魅力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2）“龙”文化（多媒体展示几幅故宫中龙的图片）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能到处都能感到龙的文化，比如
龙虾、龙须面、龙井茶……

通过龙舟赛的习俗引出龙的成语。（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成语接龙活动。目的是丰富知识，感受
中华语言的魅力，增强自豪感。

（3）服饰文化

大屏幕展示刺绣作品，旗袍图片，配民乐“瑶族舞曲”。

服饰中内含中华文化元素

（4）书法艺术

多媒体展示几幅著名书法家的艺术作品。使学生感受我国书
法的美。



使学生认识到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起着交流思想、传
承文化的重要社会作用，我们不但要继承，还应发扬光大。

活动：

1、奥运盛会找文化

让学生找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都出现了哪些中国传统民族
文化的元素？（多媒体播放：奥运开幕式片段。）

学生边看边寻找，并分小组讨论选代表回答。

2、记者调查谈文化

设计四个问题，请一位同学担当小记者，对大家做一次现场
调查。然后通过教师的指点迷津，指出我国文化的地位和作
用。

补充问题：对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第二目：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在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
同时，也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

学生观看苏武牧羊、徙木为信、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回答
这些故事蕴含了哪些传统美德，并完成书中的67页的作业连
线题。

师：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诸如无私奉献、
敬业爱岗、艰苦奋斗、刚正不阿、厚德载物等优秀道德品质。
正是这些传统美德才使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和谐。

师：给学生补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让学生理解传
统美德也是与时俱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

3、绿叶报根



提出问题，学以致用。面对如此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自豪，
骄傲，可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你的生活中是否处处洋溢
着中华文化的气息？提问：你的.生活中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
的影响的对比？（衣、食、住、行等方面）

你认为中华文化会不会断流？我们应怎样做？

通过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把知识认知变成日常行为，进而内
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品质，做到知行统一，从而把传承和弘
扬中华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落实到行动中去。

〈三〉课堂小结

再次欣赏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同时教师小结。

目的是让学生在歌声中思想得到共鸣、情感得到升华，坚定
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播者，做中华美德的继承者、弘扬
者。

四、说板书设计

绿叶寻根——绿叶爱根——绿叶报根

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篇二

“灿烂的中华文化”教学设计与反思

作者/姚献丽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点；理
解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传统美德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
质。



2.能力目标：具有感受中华文化特别是传统美德对我们产生
的深刻影响的能力；具有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能
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感受中华文化力量，培养热爱中华
文化的情感，增强中华传统美德认同感并化为自己的实际行
动。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情景导入：（视频）播放奥运会开幕式片断。

学生思考：这些画面是从哪节选下来的？你从这组画面中得
到中华文化哪些信息？

教师点拨：外国朋友安妮也从网上观看了这一画况，他被开
幕式的精彩场面深深震撼了，他觉得中华文化太神奇了，从
而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想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她。

假如你是安妮的中国网友小华，你将怎样向安妮介绍中国文
化呢？

二、讲授新课

板块一：感知中华文化特点。

1.（多媒体）在《春江花月夜》的背景音乐中展示一组组中
华文化的图片：先按时期分别展示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隋唐时期、明清及近代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代表性的



中华文化，再按类别分别从语言文字、文化典籍、科技工艺、
文学艺术、中国哲学、道德伦理等方面介绍中华文化的突出
成就。

（2）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有传统文化的体
现吗？

（3）综合以上活动你认为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3.教师小结：（1）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文化传统不曾被打断的国家，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但
中华文化不神秘，离我们也不遥远，他的表现形式是具体的，
也是丰富多样的，它就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每一
点空间。

（2）中华文化的特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起
源上说明它发源早，流传广，生命力强；博大精深从内容上
概括出中华文化不仅深邃，而且广泛全面。

（3）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像一条悠久的历史长河，从远古
流向现在，又从现在流向未来。中华文化是这条长河中最耀
眼的一颗明珠，它曾经独领风骚数千年，在五千年的文明发
展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
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
的中国哲学，完备而深刻的道德伦理，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世界文化大花园中最璀璨的一朵奇葩。

中华文化魅力无穷。

（设计意图：中华文化的特点比较抽象，学生在概括这一特
点一时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本活动意在先带领学生漫步中
华文化画廊，领略中华文化的无限风光，引导学生多角度感
知中华文化，再让学生自主探究，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已有
知识较为准确地认识和归纳出中华的特点，突破重点。）



板块二：感受中华文化力量。

1.过渡：安妮从大家的介绍中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
魅力。她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更浓厚了，进而还想了解一些文
化名人，因为他们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比如屈原，现在包括
韩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屈原文化，申报端午习俗非物
质文化遗产，她想知道为什么屈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2.学生自由发言：我知道的屈原

教师归纳：屈原，战国时期楚国人，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
主义诗人，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
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世界四大
文化名人”之一，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
纪念。

3.（多媒体）视频：屈原故里秭归端午习俗

4.学生自主探究（多媒体依次播放以下问题）

（1）从视频中你了解到屈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教师归纳：屈原文化首先是一种节日习俗，包括划龙舟、吃
粽子、喝雄黄酒、挂艾叶菖蒲等。(政治教案)屈原文化还包
含爱国、正直、团结协作、奋力拼搏等传统美德。我国在20
把端午节作为国家法定节日，既是为了弘扬传统的民族习俗，
更是为了弘扬这种传统美德。

（2）你还知道哪些对我们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人物吗？他们哪
一方面在影响我们？

（3）你在生活中应用过这些格言和谚语吗？你能通过一个故
事来阐释这些格言谚语的含义吗？（多媒体播放吃一堑，长
一智；车到山前必有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等）

（设计意图：（2）（3）两个环节应为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
自主探究，自由发言，学生根据自己的已有知识和经验回答
这两个问题；老师应根据学生的发言适当点拨，力图让学生
的认知由具体的知识上升到较为抽象的概括。）

5.教师小结：中华文化历经沧桑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
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任何民族的都是世界的，我们
民族的先进文化也曾经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设计意图：以屈原爱国情操为代表中华文化不仅博大精深，
影响深远，学生对屈原和端午节也很熟悉。以屈原为栽体进
行教学，体现了湖北的本土文化特色，以屈原高尚的爱国情
操为突破点，深度挖掘文化的影响及作用，容易引起学生共
鸣。）

6.过渡：听了同学们的介绍之后，安妮不禁感叹道：中国的
名人真是了不起，他们创造的文化太具有感召力了。

7.学生自由辩论：中华文化就是名人创造的'文化正确吗？

（设计意图：本活动意在通过学生的自由辩论，让学生对中
华文化的产生及发展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同时辩论活动
也能凸现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8.教师归纳：小华的观点和大家一致，他给安妮这样回复的：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文化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国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出光
辉灿烂的文化。

板块三：弘扬中华文化精髓。



1.过渡：安妮在读了小华的邮件后又有了新的想法。她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既然中华
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凡是传统文化我们都
应当毫无保留地继承和吸收。

2.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逐步自主探究以下问题：

（设计意图：学生对中华文化了解非常多，但在如何传承上，
学生概念可能比较模糊。设计这两个问题一是想让学生明白
传统文化应当批判继承，二是要让学生明确我们应当继承和
弘扬的是中华传统美德。）

3.教师归纳：（1）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即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

（2）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还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美德。美德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
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最具有生命力的道德规范。美德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表
现，它们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4.（多媒体）依次播放下列一组组视频：两弹一星元勋组图；
抗震救灾组图；以邓亚萍为代表的体育健儿奋力拼搏组图；
志愿者群体义务服务组图；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事迹组
图。

老师对每组图进行简洁解说并提问

（3）这位正在奋力拼杀的姑娘是谁？我们应当向这些攀高峰
的健儿们学习什么？

5.教师归纳：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美德又有新发展。如求
索求真和艰苦奋斗美德的创新、以人为本、团结协作、爱心
奉献美德的创新、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精神的创新、诚实守



信美德的创新……无数的美德都被我们这个时代继承着、弘
扬着，然后从内容到形式都被创新着，发展着。

（2）你在活动中做了什么？

7.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适当做些归纳补充：（1）革命歌曲大
合唱、德育故事演讲、庆国庆六十周年黑板报、经典名著读
书活动、暑期社会实践一一感恩践行等等。

（2）参与班级合唱比赛排练、晨会中讲德育故事、参与书画
竞赛、读中华经典名著等等。

（设计意图：本环节中，我从最新发生的事件，最具震撼力
的感人事例说起，并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引导学生以道德
模范为楷模，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落实到行动中去。）

8.小结：我们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就是学习这些美德
的过程，也是弘扬这些美德的过程。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式
下，我们中学生不仅应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应当以实际
行动来维护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践行中创新我们的民族
美德，并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

教学反思：本课在设计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以网络邮件传
输贯穿本课始终，它既能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把课堂学
习交流活动又由被动变为主动。也有利于教学环节之间的衔
接和过渡，使教学过程一呵成，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整体性。
第二，依据教学的需要，打破教材原有的顺序，对教材资源
进行了有机整合。使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由具体知识的认
知到抽象影响的认同，再到行为上的实践。由具体到抽象再
到实践，步步递进，层层深入，符合一般的认知规律。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篇三

通过学习《思想品德》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五课
《多元文化“地球村”》，学生对文化的多样性、正确对待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已
有所了解，这为本课的学习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但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比较抽象，距离学生的
实际生活较远，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对于学生来说，提
高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有一些难度。如何在当今时代坚
持和发展传统美德也是学生践行过程中的难点。

因此本节课本着课前学生收集资料，课上进行活动教学的设
计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丰富
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播放奥运会火炬宣传片视频引出新课，
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通过列举生活实例，
培养学生体验生活、感悟生活的能力。

上完这节课后，将本节课反思总结如下

本节课的优点有以下几点：

1.导入新课时通过播放北京奥运会火炬宣传片视频给学生创
造了视觉、听觉等的感受，让学生在欣赏中华文化的美的感
受中，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激发学生学
习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积极性。

2.在突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这一难点时，通过对比四
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得出结论，对比分析的方法学生印象深刻
且易理解。

3.在中华文化的内容这一知识点时采用文化知识抢答赛的形
式，将学生分成小组，既有小组间竞争也有小组间合作，充
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锻炼了学生课前收集资料的
能力。



4.在传统美德这一知识点时，选取的素材是西安最美女孩李
娜的故事，选材具有时效性、地域性，主人公也是中学生的
同龄人，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使学生反思自己在传承传统
美德时有哪些不足并能加以改进，成功突破难点。

5.集体朗诵中华文化之歌，激发了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
情，落实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本节课的不足之处是：

3.板书设计新颖，但是教师的简笔画水平较低，可以将这一
任务交给学生来完成，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自
信。

4.教师对学生在课堂表现的评价单一化，今后应注意多元化
评价。

总体而言，本节课是一节较成功的课，今后还应该注意细节
问题，在课堂教学上有更大的进步。

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篇四

1、教材地位

《灿烂的中华文化》是人教版九年级思品第二单元第五课第
一框题的内容。依据课程标准“感受个人情感与民族文化之
间的关系，提高文化认同感，了解传统美德”的要求，本框
题主要让学生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会中
华文化的力量，了解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和传统美德的品质，
对学生增强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文明自豪感有很大帮助，故本
框在九年级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2、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
化绵延不绝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组成；中华文化的特点、地
位及影响；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表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品质。

2）能力目标：具有把握中华文化基本特点的能力；具有以实
际行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中华的力量，提升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感，同时自
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3、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特点。

教学难点：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

二、说学情

当今社会，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不断深入，加上学生认知层
面较窄，辨别能力不强，导致一些学生漠视了中华文化，如：
少有学生听京剧，古典名著大多不愿看，考试怕考文言文等；
对外来文化盲目认同，部分学生成为了哈日、哈韩一族；产
生了与传统美德相悖的言行，如考试作弊、顶撞父母等，因
此对学生进行中华文化的教育尤为重要。

三、说教法学法

本课教学中引教师首先创设出一个直观情境，使学生在情景
中直观体会，耳濡目染的感受中华文化的特点。并通过设置
多个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寻找答案并配合小组合作的
形式，使学生积极的参与课堂，在轻松愉快的情境中实现更
多的信息交流。具体方法中采用直观演示法，情境教学法，
活动法，问答法，合作探究学习法等。



四、说教学理念

关注学生自身资源，尊重学生的感受﹑生活体验和道德选择
能力，把学生看成是思想品德的共同创造者。变“教教材”为
“用教材教”，努力创造条件促进学生的道德践行。

五、说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

教师准备：搜集相关资料，制作课件。

学生准备：关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搜集传统美德小故
事。

2、教学流程

本课采用发展情感类的活动教学流程，具体为：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共同探究，学习新课

做出小结，巩固新知

具体教学过程

第一环节：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课前欣赏一段中华水袖舞表演，倾听古筝演奏，使学生亲身
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然后响起一阵钟声，将情境直接切入
到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

设计意图：以音乐表演导入，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思维，进入教学情景。



第二环节：共同探究，学习新课

让学生在20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情境中，提出与教学目标一
致的问题，使学生在自觉思维，主动寻找、总结信息，完成
学习任务。

首先，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一个篇章一个篇章
的推进，充分展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其次，通过学生所展现的一段茶艺表演，使同学们更深的体
会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

然后，通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比曾经
出现过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
明，地中海北岸的古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以
及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这些文明有的衰落了，
有的消亡了，有的并入了其他文明，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沧桑，
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
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
中。使学生深切的体会到中华文化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
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全民族人民创造了中华文化，
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并对人类文明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再次，通过恣蚊饱血的典故，引出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是薪
火相传，并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的。

第三环节，教师对本节课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给出当
前社会上出现的热门现象，抛出问题，令学生用本节课所学
内容进行分析，达到巩固新知的目的。

灿烂星空教学反思中班篇五

听了郭玉娥之后我受益匪浅，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下
面我着重谈谈对这节课的看法。



一、评教学目标：

郭玉娥老师能充分理解教材，把握教材，课中能紧紧围绕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去选取材料和开展活动。如活动
“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中华传统美德”的设计都
体现这一点。

二、评教学重、难点：

郭玉娥老师借助新教材提供的平台，根据初中生好奇善动的
特点，教学过程中有条理、轻松愉快地完成了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突破了重难点，基本达到了课前预期的目的。

三、评教学方法：

郭玉娥老师的这节课，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教学中
将讨论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融为一
体，通过观看图例、情景分析等加强了师生间的互动，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拓展了知识，扩大了知识容量，使学生在一
节课中掌握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

四、评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中，郭玉娥老师创设情境，通过复习八年级上册
《多元的文化地球村》引出主题，这样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学生兴趣盎然的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兼顾了复
习与新课的关系。

2、郭玉娥老师在体现学生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主动性、
积极性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她能围绕学习目标，出示了精心
设计的六个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认真阅读教材，学生的阅
读要图文结合，边读边思，读不懂的地方可以作出标记。

所有教师学习的地方。下面就不足之处提几点本人的粗浅认



识：

1、个人认为导入新课部分如果能紧凑些就更好了

2、在学生自学时，郭玉娥老师进行了自学督查，行间巡视，
但我觉得做得还不够，我认为老师应该全身心的融入师生自
学合作这一环节。

3、学生活动面还不够广。在课堂反馈上要多鼓励让学生大胆
讲，有疑难的地方可让学生补充讲，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
生的主体作用。

4、教学语言显得略多，一讲到底满堂灌。不给学生自读、讨
论、思考交流时间，还留有传统教学的影子。

5、还不能完全与学生实现换位思考，提出适切的问题；

6、板书设计不够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