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劳动教育微课做 劳技教学反思(优
秀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劳动教育微课做篇一

今天四年级的劳技课内容是做《喷水枪》，这节课学生材料
都准备的很充足，我首先让学生欣赏我做的喷水枪，然后再
用喷水枪做实验，学生上来玩喷水游戏，学生个个看呆了，
都已经很迫不及待想自己制作了，这时我就让学生观察做喷
水枪的'步骤和方法，今天学生自己观察自己完成，老师巡视
着，看着，跟学生提示着做要注意的事项，和具体的方法瞧!
一个个的做的都很起劲,作品在规定时间内都完成了，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操场比比谁的喷水枪做的精致，喷水的效果好，
水喷的远，而且密封的好，同学们兴致很高，个个都不示弱，
争先恐后的比试着，游戏着，我见到这开心的场面我有说不
出的激动。

下课铃响了，学生还在欢快的笑声中游戏着。

劳动教育微课做篇二

技课是一直是受学生欢迎的动手又动脑的课程，在和孩子一
起体验劳技课的乐趣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地
方。下面就来谈谈我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二：条件的限制和安全问题影响课程实施。由于劳技
课程涉及的范畴比较大，内容比较丰富多彩，在当前安全第
一的情况下，要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去观



察生活，感受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劳技实践活动，是很难
做到的，除了带学生在校园走走看看花草树木外，其余时间
只好在班级里活动了。像五年级第一学期的烹饪课，考虑到
学生安全问题，学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设备，只能靠播放多
媒体课件让学生感受，再如六年级下学期的家政单元部分的
种植花果蔬菜的教程，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也不能够带着
学生去亲手实践，甚至在课堂的一些小制作材料，因为怕伤
到孩子，班主任也收了起来。因此，安全问题和硬件配备束
缚教师手脚，影响了劳技课程的实施。

思考之三：劳技课堂的评价问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很
难正确完整的评价学生参与劳技课的情况，因学生缺少一定
的约束，所以不能保证所有的学生完整的完成每项课程内容。
对过程评价，也是一个难点，特别是那些毅力较弱的学生更
是虎头蛇尾。第一次的评价就让我感到头疼，为了体现我的
公平公正，我把评价权教给学生，结果学生们都说自己组的
作品好，都不投别的组的票，这可让我伤透了脑筋。后来，
学习了劳技课程的评价标准，我觉得不能全部都让学生去评
价，教师也要参与其中，起到一个正确引导的作用。

以上是劳技课上经常出现的问题，它们的出现影响到了劳技
课的教学效果。怎样去有效地解决这些“拦路虎”，还需要
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的各方面努力。

劳技课程的有效实施任重而道远，我会继续努力克服困难，
上出一堂堂出色的，让自己和学生都有所收获的劳动技术课。

劳动教育微课做篇三

通过劳动技术课航模和车模的教学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
要求教师指导的多样化。

在手掷飞机的教学中，要求了解一些飞机的型号、年代和特
点。教学目标是学生能利用书本、网络，收集资料并与人分



享。老师指导学生利用电脑课、回家上网、读报刊或利用假
日到图书馆收集资料等方法，学生以组为单位，将各组重点
收集的资料进行班级交流，最后请同学将小课题研究的有关
资料分组粘贴在布告栏上，让全班同学阅读。这样的活动，
所有的资源都是共享的，通过活动，学生收集到学多飞机的
图片和资料，能与人合作完成任务，并与人合作中分享学生
的快乐。

小学劳动技术课的目标是通过制作作品，激发观察发现与探
究问题和创新的兴趣，初步学会观察与发现，探究问题的能
力，形成合作与分享的初步意识，形成尊重科学的意识和努
力钻研的态度，初步形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意思。因此劳动
技术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感，都是学生发展的根本。主张
“以学生为本”，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又要
注意正面引导，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努力促
进学生社会性和个性的和谐发展。学生个性的多样化，要求
我们的思想具有开放性。

劳动技术课为培养现代化人才奠定了好的基础，是教育改革
的好举措。让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教师进行多样化指导，
建立开放型的评课，开展个性化的学习，这是开放式综合实
践课教学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要让学生在
开放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很少接触劳动，通
过劳动技术课的学习和实践，让学生树立劳动光荣，靠劳动
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观念。在劳动中培养学生的的集体观念，
树立学生团结合作的意识。通过洗衣、做饭的学习和实践，
让他们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劳动教育微课做篇四

（一）成功之处：



1、美国教育家罗恩菲德说过：“教师的目标是激发更多的思
想，扩大参照框架，以便儿童自己的经验内容更精确复
杂。”创设问题情境就是为学生提供扩大了的“参照框架”，
促使学生发现新的问题，激发问题解决的动机，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快乐学习，这一点在本课教学中得以实
现。在这一课中，我收集了许多有关四季花卉的知识图片和
应用实例图片做成课件，在谈话导入，创设情境后，让学生
在视听环境中真实感受花的美。

2、创设趣味性问题情境，引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把课堂
还给学生，一切让学生来支配，自主地探究学习。在这一课
中，从观察力的培养“它长得什么样？有哪些颜色？”，从
创造力的培养“用你手中的材料能做出什么样的花？”，从
表现力的培养“怎样做更好看？”等问题的设计都以学生为
主，努力让他们在自己的探究中找到答案，并锻炼各方面的
能力。

3、问题情境要体现生活性。学习是为生活而学习，创造是为
生活而创造，美术作品的创作本是为生活而创作。所以我在
这课中，设计了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作业。当他们根据不同的'
材料把花的作品完成后，办起了小花圃，兴奋不已，让他们
真实感受到了花带给我们生活的美，从而转化为对花的珍爱。

（二）失败之处

1、整堂课的时间安排稍觉不合理，学生的作业由于时间关系
没有充分得到评价。

2、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快慢不一，有些基础薄弱的学生没有
很好地参与进来。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分层作业，分层要求，
让不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美术，在美术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让学生享受创造的乐趣，快乐地投入角色。



劳动教育微课做篇五

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设备，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生动活
泼地上好劳技课。为了解决教材—教师--学生之间的矛盾，
我做了以下尝试。

1.充分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按教材的内容，重新分类，自
己不会的赶快学习，并将我们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有关内容也
融汇到教材中去。比如，我就把十字绣这个技术引入到教材
当中，还有利用那些废旧物资做一些生活中能用到的小物品，
比如利用废旧的烟盒制作烟灰缸等。

2.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贯彻课改
要求的选择性原则，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学习的内容，这样
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每位学生能至少学会几种技能。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配合
劳技课的教学利用各种方法，让学生的'作品有展示的机会，
激发学生的兴趣，把课上所学知识，用于实践。针对我们学
生爱动手，不爱动脑的特点，在课堂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
生亲自动手实际操作，让多动手来促进动脑。这种做法能激
发全班学生来学劳技课。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学校现
在开设的劳技课，学习它，不仅不会影响孩子其它文化课，
反而能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如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为学生
创造更多的动手实践的机会，在目前学校的资金比较紧张的
情况下，我尽可能用生活中的废旧材料来制作一些小工艺品，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