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 做家务教学反思
(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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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篇一

众所周知，好动是儿童的天性，这不仅仅是指他们爱玩，也
包括他们对劳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上孩子们都有较强的表
现欲和渴求表扬的欲望，因此孩子们对劳动并没有抵触情绪，
但由于他们对劳动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理智的理解，因而缺
乏对劳动持之以恒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教育学生认识到作
为家庭一员，应该积极主动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做
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减轻父母家务劳动的负担，用自己的行
动表达对父母的体贴与关心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有针对性的
教育是实实在在植根于他们生活之中的，是十分有效的。本
课体现了品德与生活课的生活性和活动性。课上老师没有做
过多的劳动知识讲解，而是通过学生自主的活动体验获取劳
动技能。孩子们可以在活动中培养自己获取信息，处理信息，
交流信息，共享信息的能力以及与人学习和合作的能力，在
观察，讨论，交流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培养自己真挚的情感。

《主动做家务活》是品德与生活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课，本节
课，教师让学生回忆自己已有的生活体验来感知劳动，了解
劳动，在创设的主题活动中学会劳动的知识，并且运用自己
学到的知识回归生活，应用生活。充分体现了品德与生活课
的生活性和活动性。本节课，老师没有过多的'、烦琐的问题，
而是运用亲切的语言在和学生聊天中引导学生充分的体验劳
动的乐趣，而聊天的话题来自学生的现实生活。本节课活动
成了教和学的共同的中介，一些日常家务活的劳动知识是学



生与学生之间通过交流、探讨、合作等积极的形式获取的，
真正的培养的孩子们自己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交流信息，
共享信息的能力以及与人学习和合作的能力。此外，本课的
最后《我的小计划》是本次活动延伸，使课程回归生活，指
导儿童生活中的行为，使得这次教育成为长远的、有价值的
教育。

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篇二

2的乘法口诀是在学生学习5的乘法口诀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的，
学生对如何编制乘法口诀有了一定的了解，教材创设摆筷子
的情境，引导学生通过学具的实际操作，探索筷子的双安适
与筷子的根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探索的结果填入表格，
为编制2的乘法口诀做准备。因此，在这节课中我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教学。

在这节课里，创设小明摆筷子的生活情境，唤醒学生已有的
生活经验，通过解决9双筷子是多少根？的问题，引发学生亲
历编制2的乘法口诀的全过程，很好地发展了学生抽象思维能
力。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让学生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认识和理解数学知识。
让学生在课堂上学数学，在生活中找数学，用数学，理解数
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从编制2的乘法口诀到记忆2的口诀，自始自终，都是学生主
动探索的活动，老师只是结合具体的情境提出引领性问题，
如：要想记住这些乘法算式，你有什么好办法？怎样很快地
记住2的乘法口诀？引导学生寻找规律，归纳记忆的方法。2
的乘法口诀可解决生活中的哪些问题等？引导学生寻找规律，
归纳记忆的方法。让学生明白数学来源与生活，数学应用与
生活，宏观上引领学生探究活动的方向，整堂课保证了学生
探究活动的高效性。

从课的引入，我们班有哪些同学在家帮助过爸爸、妈妈做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会让我们成长为对
社会有用的人小明和你们一样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等，让学
生感受劳动是光荣的，无不渗透着思想品德教育。

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篇三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应充分利用学
生的生活经验，设计生动有趣、直观形象的数学活动，来激
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在生动具体的情境中认识和理解
数学知识。”在这节课里，创设小明摆筷子的生活情境，唤
醒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解决“9双筷子是多少根？”的
问题，引发学生亲自编制2的乘法口诀的过程，很好地发展了
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
合作者。”从编制2的乘法口诀到记忆2的乘法口诀，自始至
终，都是学生主动探索的活动。教师只是结合具体的情境提
出引领性问题，如，要记住这些乘法算式，你有什么好办法，
怎样很快地记住乘法口诀，2的乘法口诀可解决生活中哪些问
题等，能引领学生探究活动的方向，保证数学课堂的高效性。

从课的引人“我们班有哪些同学在家帮助过爸爸、妈妈做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会让我们成长
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小明和你们一样是个爱劳动的好孩
子”等，无不渗透着思想品德教育。

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篇四

这节课主要内容是掌握2的乘法口诀的计算和解决一些简单的
实际问题。

1、课堂开始我以具体的生活情境引入，与生活密切联系，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通过创设小明摆筷子的情境，解决9
双筷子有多少根，让学生经历编制2的乘法口诀的过程。



2、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动脑想、动口与同学交流，培养了
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探索精神。

3、课堂上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探索记忆2
的乘法口诀的方法。

但是在编制“二五一十”时，我想让学生发现这句口诀中同
时涉及到“2”与“5”，在今后的口诀中都可以掌握此方法，
但是，学生似乎有点依赖性的每次加2，而忽略了整个算式，
造成学生实际性的掌握不扎实。

让学生动手摆小棒，再编制口诀时，我发现还是有个别学生
理解能力差，没弄清“一双”和“一根”，会给“每位客
人”一根筷子。在完成练习册仍是没有注意到“一双筷子”
需要“2根筷子”。

在细节上的教学，我还是应该好好引导孩子认真审题并思考，
争取每个孩子都不会有些粗心的小毛病。

干干家务活教学反思篇五

《做家务》这课是学习2的乘法口诀，课文用数一数有几双筷
子来引入问题情境，这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前面已经学过了5的乘法口诀，在编2的乘法口诀时，学
生在已有的基础上，我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摸索、总结编2
口诀，学生很快就掌握了编2的口诀的规律，学习时既感到很
轻松又很愉快。

低年级的`学生还小，教师在做练习前要正确地引导学生，帮
助学生读懂题目，弄清题目的意思再做才能达到练习的效果。
在做“练一练”的第4题“4个人有几只手”和“8只手有几个
手指”这道题时，有几个学生对1双手和1只手的概念很模糊，
而我在指导看图说话时又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急着让学生做，
没想到竟然有一些学生把4个人有几只手做成4×5，而把8只



手有几个手指做成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