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 小学教学
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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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篇一

精心安排每一次的教与学，把握技能与文化的并重，必然会
提升学生的审美、创美能力。

以往的泥塑制作课大多是以设计、表现为主的。这节课，我
把欣赏，特别是欣赏有关茶文化作为本课教学的部分。在欣
赏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让学生
懂得茶壶的制作不仅仅是作为美术的一种，它更是文化的一
部分。

在课中，我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艺术家为什么会有那么
好的创作灵感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把!”
出示其他图片。随后展示的图片都是生活中的`物品，有路灯
的造型，有各种杯子的造型……，都属于实用美术。让学生
懂得艺术的创作既能作为生活使用的辅助，又能开拓学生的
视野，打开学生的创作思维。

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篇二

这节课我在教材的把握上比较准确，抓住了教材的重、难点，
重点：学会用几何图形、不规则形及点、线、面来装饰适合
图形的纹样。难点：确定骨架变化方式并利用骨架线来画出
适合纹样的结构，并且设计的图案要适应骨架变化产生的美
感。在课前的研讨中我们针对如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做了



详细的分析，准确的抓住了教材的用意，通过多媒体课件把
丰富多彩的美丽的适合纹样展现给学生，并且启发学生仔细
观察，找出他们规律并用自己的话总结适合纹样的.特点，从
而突出了重点。并且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且在此
基础上能够再引导学生看教材，掌握了适合纹样的概念。我
通过课件把设计步骤一目了然地展现给学生，使学生知道从
那里下手去画，解决了难点，本课我也基本上达到了既定的
教学目标，学生基本上了解了适合纹样及特点，能够按步骤
动手设计简单的适合纹样，感受到了适合纹样的美感。

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篇三

我在执教一年级下册第十课《他们需要关爱》时，围绕教学
目标设计了六个活动环节。

活动一，手势游戏。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游戏活动中进入课堂。

活动二，比赛单手做事。让学生走进残疾人的生活，体验做
残疾人的感觉。

活动三：爱心加油站。开展献爱心活动，给需要关爱的人于
帮助。

活动四：夺旗子。在激励的竞争比赛中知道相关知识。

活动五：听故事。学生倾听故事后展开讨论。

活动六：学儿歌，插旗子。等等这样的教学活动设计，不仅
体现教学方式的活动化，教学主题的板块化，而且每个活动
环节力求以学生为主体，引领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
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就是这样一份看似完美的教学设计，
落到具体课堂教学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学习实效
与我预想的效果相去甚远。



课堂上，学生看似演得“热热闹闹”，却没有真正让学生体
验到残疾人生活辛苦、困难，而几位调皮的男孩却认为用一
只手做事看成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学生看似说得头头是
道，却没能真正说出残疾人的烦恼与痛苦；学生看似夺的旗
子多多，却没有让学生真正从身边、生活中的实事出发去帮
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精心设计却无法去课堂上顺利
实施呢？结合以往的教学，我进行了认真反思，认为主要有
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新课标理念下的《品德与生活》课，是让学生更好的过道德
生活、社会生活、，包括情感、态度、价值观、知识、技能
等各个方面。如果教学目标只限于道德知识，而忽视其他方
面，是不全面的；如果教学目标的拟订不是建立在全面了解
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以及学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则是不准
确的。我课前让学生跟着自己学哑语，如此好的设计，利用
价值在哪里。因此，课堂教学每个活动环节的设计，都要紧
扣课程目标，明确每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活动的价值在哪
里，不能够只考虑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为活动而活动，而应
注重活动的实效，让学生真正“活动”起来。

教师心中无“生”，主要是指教师在设计活动时没有考虑学
生的实际生活情况，同时也是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自己教学
步骤的落实而没有关注学生的学习活动和发展需要。教学中，
每个活动环节的设计，只有建立在真实、全面了解学生实际
生活需要、个性特点、年龄特征的基础上，并且能够围绕教
学内容设计出有意义、有价值，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活动，
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真情实感才能被唤起，才会真
正动情。

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篇四

《马背小学》是一首浅显而又向上的儿童诗，全诗描写了牧
民们从小在马背上生活，他们盼望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最后
梦想成真的故事。诗歌表达的感情非常强烈，所以在教学前



我布置学生自学，查阅“马背小学”的有关资料，在教学中
我特别重视学生在读中感悟诗句表达的感情。为了激发学生
的朗读兴趣，我采用了齐读、指名读、小组比赛读、男女生
对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体会感受牧区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和
美好的未来。

在本课学习中，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学生通过自学和形式
多样的朗读中感悟到了诗歌的含义。当我问道：“你能体会
到作者写这首诗是为了告诉我们什么？”时，孩子们回答说：
“诗歌表达了牧民们渴望发展，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说明
了知识是改变生活的最好办法。”“‘马背小学’给牧民们
带来了知识，也带来了希望。”同学们还能联系实际把自己
的学校与牧区学校相比较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条件更优越，表
示要好好学习，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小学安全教育课后反思篇五

在网上学习了一些课堂评价方式，才发现许多经常被我使用
的评价方式原来是存在问题的，小学教学评估反思。

在英语课堂上，对于中低年级的小朋友我经常会采用竞赛的
方式，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各个小组在竞赛活动中十
分活跃，各组组员争先恐后的举手发言。我会给获胜的小组
加上一颗星，得到的小组就发出一阵欢呼声。而失败的小组
则垂头丧气。活动结束时，获胜的小组兴奋不已，而失败的
小组则很丧气，提不起精神来，学习积极性也下降了。

在竞赛过程中，我有时会轮番向各组提问，回答正确的小组
可以得分，当我提问到第一组的时候，有许多学生举手了，
一些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也勇敢的举起了手，我就让他来
回答，可是他却说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按小组竞赛规则，
他们组就不能得分了。这时，同组的其他同学就可能会去指
责他，教学反思《小学教学评估反思》。“都怪你，本来我
们组可以得分的。”这样，就很严重的打击了该生学习的积



极性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网上找到了可行性的方法，就是在竞
赛规则里加入一条，竞赛时小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不
可相互指责或埋怨，否则该组就会被减去一定的分值。

在课堂上，只要学生说对了，我就带领全班学生拍手齐
说：“one,two,good!”.一节课下来，就会有很多次这样的形式。
其实这样的评价方式实际上是把教师的评价强制性的变成学
生之间的评价，拍手说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对学生
的评价。评价语也是教师规定的，而不是学生的真实感受。
这种形式主义色彩极浓的评价方式不仅会干扰学生的积极思
维，而且显得机械、呆板，还忽略了评价的内容。

近些年来，广大小学英语教师在课堂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尝
试，其中有成功的欣喜，也有失败的困惑。需要我们不断实
践和不断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