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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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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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学校教学反思篇一

这篇课文是一首儿童诗。教学时能根据儿童诗歌的特点让学
生多读，读出诗歌的韵味，感悟出诗的意境，以及诗歌中作
者要表达情感。教学是能用电教媒体手段，提高课堂效率和
效果。这节教学培养学生诗歌的魅力。

教学时能有清晰思路，能按照“初读知大意——默读提问
题——细读解疑问——品读积语言——美读想意境”的思路
展开。在第一环节“初读知大意”中，能注重培养学生初读
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并能用自己的语文简要概括能力。
在第二环节“默读提问题”中，能引导学生对课文中不理解
的地方提出疑问，能引导学生抓住要点，抓住关键提出有价
值的问题。这种质疑能力对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是具有重要
作用的。在第三环节仲“细读解疑问”中，我能引导学生结
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情感体验，结合自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进行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第二环节和第三环节可以结合活
动与练习中默读课文，讨论交流展开。

在第四环节“品读积语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
读品味，感受泰戈尔的语言风格教学时能充分利用课文插图
和优美的音乐，调动学生的情绪情感。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课文，读出花儿顽皮可爱、活泼向上，读出“我”的天真烂
漫，童真童趣！这节教学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让学生想



象涂色所给的`时间少，没让学生说出为什么涂上你喜欢的颜
色。没有让学生结合自己生活实际感受来说说。读得不够，
还没有读到位，读的语言美和诗中表达情感不够显出。

花儿学校教学反思篇二

本课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细心观察各种植物枝叶生长的结构，
叶片、花瓣的形状特征以及枝杈的前后穿插变化。能运用不
同大小的点，流畅富有变化的单线条来写生各种植物，并将
点与线结合添加上背景使画面的构图更完整。通过写生培养
学生热爱生活，发现美，表现美，锻炼学生的观察力，感受
力和动手能力。

教学时在教室里分别摆放几盆盆栽，请学生观察，教师引导
学生讲植物枝叶的结构，叶片或花瓣的形状特征。植物的枝
叶是怎么生长的？叶片或花瓣什么形状？有什么特征？枝杈
之间如何穿插的？培养了学生的观察力，感受力和表述能力，
得出画画前要先仔细观察对象的认识。等学生心中有数了，
再下笔去描绘。这时再针对学生尝试中的问题，讲解绘画形
式和步骤要领，本课大部分同学学会了观察的方法，画面构
图较合适，只是线条还不够丰富，对照盆栽写生有一点难度，
学生绘画还是主要以临摹为主。

对照盆栽写生，我还忘记了教给学生两个词：取舍和创新。
如果完全对照事物写实地搬入画中，肯定不好看，要在自然
中发现美，提炼美，要勇于取舍来表现物体。

花儿学校教学反思篇三

《花儿学校》是一首优美而富有童趣的诗歌，作者用拟人手
法，展开了丰富的想象。以儿童的眼光描绘了花孩子们的美
丽、活泼、调皮。这首诗共有四节，诗歌的语言和所描绘的
情境很能调动学生相关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使他们对学习内容产生亲近感。



对《花儿学校》一文，我是非常喜爱的，我反复认真地读了
这首诗，根据课后要求，我也背了这首诗，每读一遍都会有
新的感受，每背一遍都会想到孩子们在背诵时会遇到哪些困
难，什么地方要给予帮助。

站在孩子的角度读，也站在老师的角度读，在这样的阅读中，
我被作者感动着，也被自己感动着。我想，作为一个语文老
师只有自己走进文本，被文本感染感动，才能够感动学生，
带动学生。所以课堂上，当我要求孩子们把自己想象成一朵
美丽的花，听我认真地范读完后，孩子们好似刚从睡梦中醒
来，一个个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那舒服劲，让人看着都羡
慕。

在课堂上，作者与我，我与孩子们都成了花园中的一份子，
孩子们仿佛走进了文本，随着作者的语言狂欢，嬉闹，生长。
我想，这应该是我理想中的灵动的语文课堂，我们的语文课
应该是踏踏实实地立足课内，放眼课外，展望未来，为孩子
的生命奠基的。

花儿学校教学反思篇四

这篇课文是一首儿童诗。教学时能根据儿童诗歌的特点让学
生多读，读出诗歌的韵味，感悟出诗的意境，以及诗歌中作
者要表达情感。教学是能用电教媒体手段，提高课堂效率和
效果。这节教学培养学生诗歌的魅力。

教学时能有清晰思路，能按照“初读知大意------默读提问
题------细读解疑问------品读积语言------美读想意境”
的思路展开。在第一环节“初读知大意”中，能注重培养学
生初读课文把握课文主要内容，并能用自己的语文简要概括
能力。在第二环节“默读提问题”中，能引导学生对课文中
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能引导学生抓住要点，抓住关键提
出有价值的问题。这种质疑能力对学生阅读水平的提高是具
有重要作用的。在第三环节仲“细读解疑问”中，我能引导



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情感体验，结合自己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进行多角度、有创意阅读。第二环节和第三环节可
以结合活动与练习中默读课文，讨论交流展开。

在第四环节“品读积语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反复诵
读品味，感受泰戈尔的.语言风格教学时能充分利用课文插图
和优美的音乐，调动学生的情绪情感。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课文，读出花儿顽皮可爱、活泼向上，读出“我”的天真烂
漫，童真童趣！这节教学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让学生想
象涂色所给的时间少，没让学生说出为什么涂上你喜欢的颜
色。没有让学生结合自己生活实际感受来说说。读得不够，
还没有读到位，读的语言美和诗中表达情感不够显出。

花儿学校教学反思篇五

这次的写生课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尝试，
通过本次课我发现了很多问题，王老师也给我指出本堂课主
要是课堂上老师讲的时间过多，长达21分钟，没有给学生留
下足够多的'时间绘画。为什么讲着讲着就会超时呢？经过思
考反思如下：

在小学美术课堂上老师需要引导学生探究新知，如何引导呢？
通过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思考、观察，主动找到答案是我
们通常都会采取的做法，但什么样的问题才能精炼准确的引
导学生找到探究新知的正确方向呢？需要我们不断的预设课
堂，尽可能的把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做出的回应提前想到，这
就需要我们在备课的时候下一番功夫。问题的设置要紧紧围
绕教学目标来设置，经过反复推敲，找到最有启发性的几个
问题，问题精练了，学生很容易在引导下获得新知，时间自
然就会缩短。

学生们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是老师们都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在我身上就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学生举手我就尽可能的
让他们有机会说一说，本是想保护他们的积极性，给他们一



种鼓励。但其实就整堂课而言既浪费时间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找回答问题的学生时老师也要有选择性的找，比如在《校园
里的花》这堂课上，出示问题引导学生分别观察自己小组中
盆花叶子、茎的特点，是怎样穿插的、如何生长的等等，让
学生观察后说一说。我就没有必要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让很
多学生都说，每个问题找一到两人汇报即可，第一堂课后我
又进行了反思，将原来教案的这一环节该为将几个不同的问
题提前发放给小组长，探究环节让小组长按照纸条上的题目
带领组员进行讨论，最后通过汇报情况进行奖励。这样每个
组找一个同学进行汇报即可，既缩短了时间，每个组也更有
目标和干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