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优秀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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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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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一

周一在七（2）听了x的一节数学课，这是第一次听朱老师用
小组合作学习上的数学课，我感觉这是我所听的朱老师所讲
的数学课中的一节课，课堂上朱老师在落实教研室的126策略
与曹校长的四段六部教学法上非常的到位，课堂中既有学生
的精彩展示，又有老师的`点拨升华，就包括学生的提问也紧
扣教学目标，很好的体现了弱者优先的原则，特别是老师对
学生讲解过程中的提问非常的有价值，我的感觉是一堂非常
高效的运用小组合作学习的研讨课。

当然课没有完美的，给挑一点不是毛病的毛病吧：那就是感
觉那些主持人有点多余。

通过听她们的课，对我们的合作学习、对我们的数学合作学
习，真的是信心倍增！

让我们携起手来，继续努力吧！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二

第一．教学目标设计合理，重难点的突破方法得当，教学层
次清楚，环环相扣。教师的语言简练，情感投入，保证了音
乐课的质量。



第二．本节课注重了新课标中对欣赏课“听”的要求，强调
在音乐课中以提高听觉能力为中心。虽然这首乐曲较长，但
教师仍然设计了“整体——部分——整体”听赏的教学步骤，
保证了学生充分聆听的时间，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乐曲的情绪，
更扎实地完成教学目标。

第三．给学生设计创造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机会，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为此，教师设计了“为乐曲取名字”、“即兴编
歌词对答演唱”、“用绸棒表现出音乐要素的变化”、“随
音乐自编动作表演过年的热闹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

第四．这首乐曲有四条主题旋律，教师选择由学生听琴模唱
的方法熟悉，只选择其中一条进行视唱，大大减轻了学生的
识谱负担，避免了单调、枯燥的知识性的学习。

第五．渗透了由学生主动质疑的意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
能力。

第六．教学媒体的选择朴实无华、经济实用。

虽然这节课整体效果好，但是，我感到这节课中对答的即兴
创编歌词演唱落实得不够深入，原因是担心时间不够用。.

英语课后教学反思简短课后反思什么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三

在语文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较长篇幅的课文，然而，由于受
教学时间的影响，我们需要长文短教。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
册第六单元课文《将相和》就是一篇长课文。教学时，我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长文短教的问题。



截取的文字要短，发挥的效应要长。

将蕴涵事情意义的文字或人物关键细节要作为教学重点。

《将相和》是一篇叙事性课文，或记事（包括场面描写），
或写人。抓住人物描写的关键性细节，就能感悟人物的品格
特点。这篇课文的三个小故事中，表现蔺相如性格特点的词
句是教学重点，教学中抓住这些词句，就能让学生体会蔺相
如的大智大勇和以国事为重的品质，同时感性认识在特定的
环境中表现人物特点的方法。

教师的指导要短，学生的实践要长。

问题要集中。要切实做到长文短教，首先问题要集中。在教
学时，我提出的问题是：蔺相如和廉颇为什么不和？学生围
绕这个问题，层层展开学习。他们从故事的发展中知道这两
员大将之所以不和的最终原因是蔺相如的职位比廉颇高。那
蔺相如又是怎么爬到廉颇的头上呢？学生通过阅读很快会找
到结果：是因为蔺相如聪明机智，以国家利益为重，帮楚王
解了围。

１、初读感知，读书时间要长：

课文的初读，留给5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让学生有足够的时
间把课文读一遍。使学生能比较充分的感知课文。

２、点上深入，思考交流时间要长：

在寻找蔺相如和廉颇为什么不和时，我腾出充分的时间让学
生反复读书、思考，然后小组交流，最后才是班上的反馈、
指导。教学效果还不错。

长文短教，是个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新课程语文，长课
文多而课时总量少，长文短教显得尤为迫切。



总之，长文短教的问题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认
识、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摸索实践，最终用最短的时间上好
较长的课文，既完成教学任务，又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四

今天上午我为美术组的李静老师录了一堂组内教研课，听过
课之后我感触良深，真是一堂“美”不胜收的课啊，美哉！
美哉！

李静老师的教研课我听过很多次，每次都非常精彩，很受启
发。这次她讲的“怎样制作国旗”（那段时间正是国庆60周
年）不仅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美术课，还让我深深受到
了感染。

李老师教研课开始的导入是通过播放一些优秀的美术作品，
学生欣赏作品进行引入的，这就让学生们在欣赏美、享受美
的同时，对即将要讲的主题做好了铺垫；接着李老师又将一
些自己班上和兄弟班级的优秀作品（选材有特点）展示给大
家看，学生们饶有兴致地一边看，一边欢呼（看到了自己班
上的作品），欢呼中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成就感，从而充
分调动了课堂的气氛，气氛调动起来后，李老师对部分作品
进行了解读（点评作品语言优美，很到位），从发现美到分
享美，从个性美到标志性美，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学
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而师生互动。

接下来李老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制作国旗这个主题，只见她
在黑板上画出了一面国旗，详细讲解了国旗的构成和制作国
旗需要的材料和步骤（示范到位，方法得当，环节层次分
明），并提醒学生们作法一定要规范（包括折、剪、贴），
之后李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动手制作，伴着孙楠的《五星红
旗》，制作国旗正式开始了，学生们专注的.眼神，激动的表
情，充满了整个课堂，而李老师这时也面带微笑细心指导着
每个学生（在学生做的过程中发现新方法，及时补充）。



最后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整个教室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传
递着“美”，每个人的心里都享受着“美”，这种“美”让
我们自豪，更能真正体现出美术课的“美”。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五

翘翘板是幼儿最喜欢玩的玩具之一，我通过形象的教具：翘
翘板、好玩的游戏活动，让幼儿认读了汉字：高、低，同时
对汉字你、我进行了复习。

活动中，我能关注每个幼儿的亲身体验、自主学习和互动交
流，给幼儿准备了充足的学具，引导幼儿用眼睛看、用耳朵
听、用嘴巴表达、用手操作、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不断发现，
充分发掘幼儿的`感知觉在活动中的运用潜力。随着活动开展，
我设计的一个个问题情景也能符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引导
幼儿运用已有的经验解决了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帮助幼儿积
累了多方面的知识经验，可以说达到了我预期的教学目标。

游戏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在游戏角，幼儿常常会流连忘返，
因此，我就在各游戏角摆放多个翘翘板玩教具，上面贴上要
求认识的字，引导幼儿进行观察，让他们玩中学、学中玩，
在最兴奋时自然识得汉字。

当然在活动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如语言不够精练、追
确，在出示字卡“高”时，应该直接读出字音，而不是罗嗦
介绍“这是高字宝宝”。结束部分幼儿应该让幼儿到教室外
做游戏，而不应该局限于教室内，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六

本节课的教学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顺利地完成了原定的教
学目标。反思这节课，我认为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教学目标设计合理，重难点的突破方法得当，教学层



次清楚，环环相扣。教师的语言简练，情感投入，保证了音
乐课的质量。

第二．本节课注重了新课标中对欣赏课“听”的要求，强调
在音乐课中以提高听觉能力为中心。虽然这首乐曲较长，但
教师仍然设计了“整体——部分——整体”听赏的教学步骤，
保证了学生充分聆听的时间，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乐曲的情绪，
更扎实地完成教学目标。

第三．给学生设计创造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机会，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为此，教师设计了“为乐曲取名字”、“即兴编
歌词对答演唱”、“用绸棒表现出音乐要素的变化”、“随
音乐自编动作表演过年的热闹情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

第四．这首乐曲有四条主题旋律，教师选择由学生听琴模唱
的方法熟悉，只选择其中一条进行视唱，大大减轻了学生的
识谱负担，避免了单调、枯燥的知识性的学习。

第五．渗透了由学生主动质疑的意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
能力。

第六．教学媒体的选择朴实无华、经济实用。

虽然这节课整体效果好，但是，我感到这节课中对答的即兴
创编歌词演唱落实得不够深入，原因是担心时间不够用。。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七

《颐和园》是一篇说明文，按照总述、分述、总结的顺序连
段成篇，说明文颐和园教学反思。课文的开头和结尾是总的
介绍了颐和园的规模和地位，中间部分分别介绍了颐和园中
几个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其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六处，简略介
绍了四处。



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就使学生对课文的叙述顺序和大致内
容有所了解了，并且对颐和园有了一个总的印象，那就是颐
和园既是一座美丽的大公园，又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第二
课时就具体来感受颐和园怎样是一座美丽的大公园，又是一
座宏伟的博物馆了。在了解仁寿殿这一处建筑时，先出示了
殿内部精美豪华摆设的图片，然后让学生们默读描写仁寿殿
的这一部分内容，看看仁寿殿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在旁边做
出简单批注，为什么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用笔画下来。对这
一处建筑的了解是由老师带着学习和体会，也就是教给学生
学习的方法，另外几处建筑的了解是采取自学的形式，自己
喜欢哪处就学习哪处，方法与学习仁寿殿的一样，给出学生
自学的时间，学完后同桌互相交流，最后在全班汇报，同时
把课前查到的有关资料向同学们加以补充介绍，教学反思
《说明文颐和园教学反思》。

由于学生们已具备批注的能力，又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因此
对每一处建筑的特点能够找出来，并能体会出课文是怎样抓
住景物的特点进行描写的。语文实践活动2的习作就是选择一
处自己印象深的景点进行描写，学生们通过这一课的学习，
掌握了总、分、总的叙述顺序；详写和略写；用数字说明及
由点到面的写作方法等，这些对这次习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学生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
原以为学生答不出来的问题，却出乎意料地答得很好。比如：
仁寿殿的特点应是充满皇家气派，我事先觉得学生说不出来
皇家气派这个词，然而却说出来了。在学习长廊这一部分时，
有个学生在没有老师提示的情况下居然说出了由点到面的写
作方法。

本课教学效果良好。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八

《听鱼说话》是鄂教版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课文。本单元



的主题是“善良和诚信”。本文通过写爱钓鱼的外公和小孙
女琼儿在钓鱼时的几次对话，让我们感受到外公的有趣和琼
儿的聪明、纯真、善良。情节简单，主要通过对话推进情节，
很有生活气息和情趣。

“琼儿的外公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是课文的`第一句话，
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外公的性格特点——有趣。那外公究竟怎么
“有趣”呢？我们不能让学生仅仅停留于概念和定性，而应
该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去感受：

（1）当琼儿看到外公把蚯蚓挂上鱼钩问蚯蚓疼不疼时，外公
先是就把蚯蚓拿到面前，像跟人说话一样，面对着蚯蚓问它
挂在钩上受不受得了，接着又把蚯蚓放到耳边听了听，然后
还说蚯蚓说没事儿，它最喜欢钓鱼了。

（2）当琼儿像外公一样把蚯蚓放到耳边听，说什么也没有听
到时，外公又说，蚯蚓跟你还不熟，蚯蚓的心事我知道，它
是急着要下水去钓鱼了。

（3）当琼儿说小鱼好像在说话时，外公马上肯定鱼真的像在
说话，又把鱼拿到耳边听了听，说小鱼说拿我做汤，一定很
鲜。

（4）当琼儿说听到小鱼说我还小呢，放我回水里去吧，外公
又惊又喜，并且还同意琼儿把小鱼放回去。

琼儿的善良又表现在哪里呢？

（1）当琼儿看到外公把蚯蚓挂上鱼钩时，就问：“蚯蚓不疼
吗？”是呀，要是铁钩挂在人身上，人肯定会觉得很疼。那
把蚯蚓挂上鱼钩呢？琼儿感同身受！

（2）当看到自己钓到的那条小鱼，躺在岸边草地上，小嘴一
张一张的，看着“有些不忍心了”。鱼儿是需要水的，现在



小鱼离开了水，呼吸困难，面临着死的危险。小鱼多么想回
到水里呀!所以，琼儿听到小鱼说：“我还小呢，放我回水里
去吧！”

（3）当琼儿把小鱼轻轻放回了水里，看着它尾巴一摇一摆地
游远时，心里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听”到些什么？外公是有趣的，更是
有童趣的，外公还是慈爱的、幽默的琼儿一下就“学会”了
听鱼说话（用成人的话说，就是“将计就计”）；还说下一
回听蚯蚓说话，也“准能”一听就懂。琼儿的善良、聪明、
可爱跃然纸上！

其实，读到这篇文章的孩子，也和琼儿一样，充满童真童趣！
读这个故事，不是刻意让孩子学习琼儿的“高贵品质”，而
是让他们和琼儿一起感受童年，感受成长的快乐！

印度教学反思改进措施篇九

《李广射虎》一课采用“文包诗”的形式，通过讲述李广将
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拈弓搭箭，把白羽箭深深射入石头
的故事，表现了李广将军的力大无穷与神勇无比。课文通过
描绘故事的情境，为学生深入浅出地了解古诗提供了有力的
帮助。

“文包诗”这种形式学生不是第一次接触，于是，我让学生
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先从理解故事下手，通过抓重点词体
会、感受李广这个人物的形象，同时，我还设计了感情朗读
和表演的形式来加深学生的体会，从而让学生形成这类课文
规律性的学习方法：诗文对照、抓住关键词、读懂诗意。

而在具体上课的过程中，设计的环节却没有收到意想的效果。

首先是表演环节，本想通过表演让学生想象当时的情境，从



而加深理解，可学生的表演总找不到感觉，课后，孟老师说，
这个情境作为表演太难了，那“机警的眼神”、“拈弓搭箭
的迅速”以及李广当时的神情不用说孩子们，就是我们也很
难把握。想想也是，在设计这个环节上，我只考虑到了形式
和自己的意图，而忽略了孩子们的年龄能力和设计效果。

其次是指导感情朗读，这方面我的确完成的不理想，正如孟
老师所说，我理解了，孩子们也理解了，但没有在朗读中表
现出来，关键点是在朗读方法的指导不到位，其实可以通过
多种形式的朗读来感悟、表达情境，而我完成得仅有点水过
地皮湿的感觉。

总的想想，本节课的设计方向还可以，但细节的处理还是太
粗糙了，设计环节时还是没有把学生的主体地位放在考虑的
第一位，太重形式而忽略实效性了。看来，一节好课的设计
要真正做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站在学生的年龄、能力上考
虑问题，要让孩子们从每一个环节上都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孟老师知所以对任何课都能做出一针见血地评价，可见她对
语文知识的积淀之深，课型见解之广，可谓“听师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自己应该学习的太多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