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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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一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课堂教学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对教学中
的新发现可以写在教学反思中，怎样写教学反思才更能起到
其作用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六年级语文第二单元教
学反思，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二单元围绕“祖国在我心中”分别安排了《詹天佑》《怀
念母亲》《彩色的翅膀》《中华少年》，主要是让学生中华
儿女的爱国情怀，从而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再通过演
讲稿的形式表达出来。

可想而知，“爱国”“演讲稿”这两个词对于学生来说，既
陌生又难下笔，没有丰富的材料支撑，一篇好作文很难凑成。
于是在上完《詹天佑》一课之后，我就引导学生去搜集相关
的爱国人士的资料，再通过“讲故事”让学生将自己搜集的
材料用自己的话进行讲述（也当作是才艺表演。实际没有预
想那么好，学生大部分拿着资料读，自己无法概括）。

在学习《中华少年》一课时，我再次发现学生的课外积累非
常欠缺。《中华少年》是一篇诗歌，这个因为作者对祖国的
文化了解甚深，因此感情充沛，具有可读性。然而，在讲解
时，学生并不了解，所以讲起来比较费劲，即使他们读得很
起劲。因此，我又让孩子利用周末去查找了“四大发明、汉
服、唐代名人名作、唐服、清代文化、神舟飞船”等资料。



也刚好，我翻阅《社会与品德》一书时也发现第二课题适合
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因此也提前将这一课题让孩子学习了。

该有的材料有了，怎么让孩子写好演讲稿呢？在张老师的建
议下，我布置孩子回家抄一篇优秀范文，第二天在上作文课
的时候，学生可以学习范文的写法，再配合以前搜集的材料，
让孩子先确定演讲的一两个观点，然后再将相关的材料模仿
范文进行改写。这样一来，学生的写演讲稿的热情很快调动
起来，一节课没能完成，他们要求再给他们时间完成。

根据查阅作文的情况，虽然发现有些学生由于对材料读得不
透，出现材料安排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出现笑
柄，或者混乱的情况。但也惊奇的发现，以前学生找的材料，
甚至是课文的内容也让孩子们当作作文的丰富材料，如刘丹
写到“看！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卧在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
之中；听！黄河那滔滔不绝的波浪一浪接一浪，不停拍打着
海岸边的岩石！望，昆仑山那峻拔的身躯，直插云天，高不
可攀。这都是我们祖国的山川。冰山上的雪莲教会了我们纯
洁，海风中的乳燕教会了我们乐观与勇敢，蓝天下翱翔的雏
鹰教会了我们顽强。”通过改写，形成了一篇不错的演讲稿。
因此，平时的资料积累对学生的作文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二

《詹天佑》这篇课文以人物姓名为题，重点写了詹天佑一生
中最主要的事迹——主持修筑了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
术人员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说明詹天佑是一位杰出的爱
国工程师，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力量。通过本课的教学，
让学生了解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激发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立志为祖国作贡献的思想感情。学习
文章前后照应的写作方法。

在课上，我围绕文章的中心词“杰出”、“爱国”引导学生



自读自悟，主动探索，让学生体会詹天佑的杰出和爱国。这
样在学生的主动探索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习探究的能力，
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并在学生互相讨论、合作、欣
赏中增强学习自信心。在课堂上，我力求做学生学习的合作
者、引导者与参与者。比如在与学生探讨两种开凿法时，既
注意认真倾听学生的意见，又注重适时的点拨，学生在读读、
说说、画画、看看中明白了两个隧道的掘进方法，体会到了
詹天佑工作的细致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及他深入实践、新
的思维。通过画图，再现了火车在“人“字型线路行驶的情
形。就这样，学生的疑难全在读书和动手实践中水到渠成地
解决了，课文的重点也得到了突出。在第四自然段教学中，
我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边读边做标记，并提出问题，在
读中理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了质疑、解疑的能力，
从而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

回顾一节课的教学，还存在问题需要改进。例如，因为前面
用时过多，所以在面对詹天佑的铜像说出你想说的话这一环
节上，没有放开来谈，只是分别找了三名同学代表三个方面
的人物发表了见解。

对学生的口头表扬语出现重复，没新鲜感。但我会不懈的努
力，因为追求无止境。更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备课过程中备
学生备得不够。我将在以后的时间里积累相关的经验使自己
在教学方面得到提高。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三

学生的潜力无穷，只要教师的智慧无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必
定取得好成绩！

在这方面，沂南二小的王淑文给我们做出了很圆满的答案！

1、时间账。从现在到六年级统考，还有多少时间？



3、学生们吃几碗干饭。一是原有的基础如何？二是学生对当
前知识掌握的怎么样？

4、估计弥补过去欠缺知识、弥补当前未学好的知识和学完新
课，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1、学完新课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2、复习刚学过内容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3、复习1-11册主要知识点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4、总复习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5、查漏补缺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6、综合练兵用多少时间？如何确定内容与检测？

1、往前走。即学习新课。

2、常回家看看。

第一，让学生从现在起就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复习1-11册内
容，不要等到学完新课再安排。

第二，教师要有计划地将1-11册内容分门别类的进行概括：
一是按章节提纲挈领地编拟“压缩题”检测，检测后记出薄
弱问题，以便今后有重点的再次复习。二是打破原知识的章
节结构，将同类知识进行概括分类，同时编拟“压缩题”检
测，同样，检测后记出薄弱问题，以便今后有重点的再次复
习。

人类的所有学习活动，都可以说是“建模活动”。几乎所有
的知识都可以在头脑中建立模型或影像。



如分数应用题主要分为：知道整体求部分；知道部分求整体；
已知一个数比另一数多几分之几或少几分之几，求其中一个
数；已知甲比乙多几分之几，反过来求乙比甲少几分之几。

再如，写作，主要分为记叙文（写人的、写事的、写景的）、
说明文和应用文。只要将每个题型练好，就可触类旁通。

很多学校，如库沟小学每中午午休拿出1个小时时间学习，包
括其他年级。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四

《奶奶的白发》这篇课文用生动简洁、富有情趣的语言描写
了奶奶和孙子之间的一段对话，表现了两代人之间浓浓的亲
情。本课的教学我主要从解读重点句子训练和突破，取得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时，我设置了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理解：

“平时，你的奶奶关心过你吗？” 。（友情提醒：查找本课
更多资料，请在站内搜索课文题目。）

“关心过，我的奶奶非常的疼爱我。”

“她是怎样关心和疼爱你的？”我接着追问。

“我一到奶奶家去，奶奶就给我做好吃的。”

“小时候，爸爸妈妈上班，都是奶奶在家里哄我”

“有一次，我感冒了，奶奶一直陪着我，还给我喂药。”

“奶奶很关心我的学习。”



“小时候，奶奶还经常讲故事给我听呢！”

“有一次，我把课本拉在家里了，是奶奶给我送来的。”

“每天放学，都是奶奶来接我。”

至此，学生对奶奶说的“这白发，一半是你给的。”恍然大
悟。那么对“一半是你爸爸给的”理解起来就易如反掌了。
这样，为学生的理解设置了梯度，减少了难度。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五

本学期，我继续担任六年级数学教师，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
论，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征求有经验的教师的意
见，结合我校实际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努力，有计划、
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教学工作。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
更大的进展，我们现在对本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一些反思：

本教材以数学课程标准为基础，吸收了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改变小学生数学学习模式，推进课
堂素质教育，努力体现三个方向的指导思想。使学生了解数
学与自然、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体验数学的价值，增强理
解和运用数学的信心，初步学会运用数学思维方式观察、分
析、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并具有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
精神，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数
学事实和必要的应用技能。

不仅要让学生做好准备，还要准备教材和教学方法。根据教
材和学生实际，设计课程类型，制定教学方法，认真编写教
学计划。每一个教训都应该是“准备好的”，每节课上课前
都要充分准备。课后应及时总结课文，撰写教学后记。在课
堂教学中注重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共同发展，提高课堂
技能，提高教学质量。在课堂上，我注重调动学生的意图，
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充分体现学生轻松、简单、快乐的学



习，培养学生使用口、手、脑的潜能。本学期，我将课堂教
学视为有利于学生积极探索数学学习的环境，使学生在获得
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充分发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教学
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将数学教学视为一个交流的过程，师
生互动，共同发展。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组织者，教学活动的指导
者和参与者&“随着这一理念的确立，学生已成为学习的主人，
学习已成为他们的需要。学习中有发现、乐趣和收获，这表
明设计学生的主动探究过程是探究学习的一个新空间、载体
和方式。

我们把评价作为全面调查学生学习状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
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手段，作为教师反思和改进教学的
有力手段。

不仅关注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掌握，还关注学生情绪
和态度的构成和发展，不仅关注学生数学学习的结果，也关
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更多地关注学生已经掌
握、提高和潜力。使评价结果有利于建立学生学习数学的自
信心，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发展。以开放
的心态咨询其他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提出问题。在每一章
的学习中，他们认真征求其他老师的意见，学习他们的方法，
学习他们的优点，克服他们的缺点，经常邀请其他老师上课，
征求他们的意见，改进他们的工作。

有针对性、有层次地布置作业。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认真
分析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对作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
类总结，提出深入的意见，并根据相关情况及时改进教学方
法，达到有针对性的效果。

做好课外辅导工作，注意课后分层教学，针对不同层次的学
生提供相应的辅导，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加强对后进
生的辅导。对后进生的引导不仅限于对后进生知识的引导，



更重要的是对后进生思想的引导，提高后进生的学习成绩。
最重要的是首先解决他们的心结，让他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并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兴趣。这样，后进生的转
化将从简单、粗糙、强迫的学习转化为自觉的求知。它激发
了他们的求知欲和自我完善，使他们对数学感兴趣，并取得
了良好的成绩。

总之，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困
惑。虽然取得了必要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新课程
改革理念的学习和讨论、基础信息教育、自学经验和方法有
待改进。我将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努力在今
后的教学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六

一、注重朗读训练，以读为本。在课文的学习中，采用了多
种形式的读，注重了读的层次，使读书扎实有效。比如学习
文中描写洪水的部分，就有四读：一读，默读课文，画出描
写洪水的句子；二读，在学生汇报并初步体会后，自由练读
句子，试着把自己感受到的读出来；三读，展示读，老师及
时进行评价。四读，师引读句子，促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感
受。

二、以多种形式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听”，
注重培养学生听的习惯，我认真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发言，并
及时做出恰当的评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孩子要养成
认真倾听的习惯，在生生交流、师生交流中训练学生听能力；
“说”，在学生读文或回答问题时，遇错及时纠正，鼓励学
生说话不紧张，把话说完整，注意说话的条理性；“读”在
课文的学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读的形式多样；“写”，
本来设计中有练写短句的训练，考虑到时间关系改为练说短
句。

不足：我感觉这节课中学生对老汉精神的伟大有较深的感受，



同时落实了听、说、读、写的训练。但我对文中短句的处理
过简，没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教材的把握欠灵活，还有很多
不足。

六上第三单元教学反思篇七

近一段时间在六年级上课，总感觉学生的情绪调动不好，我
也很迷惑，于是就查阅一些教育学理论的书，从教育心理学
的角度看，学习过程中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之一是学习者的
情感控制。

英语学习成功的因素中，除了智力因素外，更重要的是那些
非智力因素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在学习动机、兴趣、情感、
意志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动机和态度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英语教师的教学重点是放在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和考试形式
上呢，还是将教学注重点转移到学生的性格、兴趣、情绪等
方面的培养和控制?事实证明，认为自己“民主、开放、平静、
友好、体贴、乐于助人、聪明、富于逻辑性和快乐”的人，
一般来说，其学习英语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于与上述性格相反
或相差极大的学习者。

另外，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学习者会
出现焦虑沮丧烦躁不安等情况，英语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应注意对外语学习者情感因素的培养和控制。尤其是
在小学阶段，英语教师要培养对学生的亲近感。于是我决定
近段时间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注意激励学生，关
注学生学习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还是把体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心理感受，使学生
喜爱英语课当重点，把教学的形式和学生当成备课的重点。
尽量让教学形式多样，生动形象，激发个体的参与欲望，课
堂的气氛要尽量轻松、愉快，重个体、重基础，让每个学生



都能先把重点词句掌握牢固。以上就是我困惑过后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