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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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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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篇一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是一篇讲述了波兰被外国占领，音
乐家肖邦流落异国他乡不忘亡国之恨，弥留之际请求把自己
的心脏带回祖国的故事，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爱。“把我的心
脏带回祖国！”肖邦弥留之际的请求，是灵魂深处的呐喊是
爱国情怀的极至的表现，是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这发自内
心的呼喊，用心才能体会。可是，文章内容及其时代背景与
学生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是国外的事情，就更增加
了一份距离，所以，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
相信情感是相通的，爱国情感更是没有距离的。因此，我想
到我国爱国诗人杜甫，我想用他的爱国情怀去诠释肖帮的爱
国思想。在引导学生读懂“肖邦不得不离开祖国”一段的时
候，我对孩子们说：“这时肖邦想离开自己的祖国
吗？”“不想。”“你从何而知？为什么不想？”“不得不。
他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列强瓜分，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强盗欺凌。
不忍心离去。”“是啊，祖国被瓜分，人民被欺凌，如何能
走？但是手无寸铁的肖邦面对凶残的侵略者，只能用音乐来
表达自己的仇恨和抗争。”作为音乐家的肖邦，他的武器是
音乐，一个个音符像一颗颗子弹穿过敌人的耳膜，洞穿敌人
的心脏，那是肖邦强有力的武器。他颠沛流离，在法国巴黎，
为了生计，到处流浪，当他在异国他乡得知国内起义失败后，
悲愤欲绝，心中郁积的情感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他的一腔热
血化成了音符，流淌了出来。



在此我引入《过零丁洋》，梅姓同学高高举起手，我请他朗
诵：“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这里，我想学生对肖邦
的爱国情怀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时的肖邦全身心地投入
到音乐的创作之中，用音符来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思念和祖国
前途的担忧。由于他的忘我工作，使他病魔缠身，终于倒下
了。要让孩子真切体会肖邦在临死前的一句话，让孩子深刻
地体会肖邦的爱国思想，我让孩子用情地朗读肖邦最后一句
话后，说，这让吴老师情不自禁想起来我国的一位爱国诗人
说的一句话，引入了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
空……”学生起：“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这悲愤的诗句中让孩
子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怀的同时，让孩子感受肖邦的感情。情
感是没有国界的，就像音乐一样，那是心与心的感应，心与
心的交流。诗歌的加入使学生对文章的理解降低了难度，同
时也为这首诗作了全新的解释。（陆游的这首《示儿》是本
单元第四课的一首古诗，这一引用学习对于后来的学习感悟
古诗也是有帮助的）

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篇二

肖邦，波兰最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6岁就开始学习钢
琴，7岁学习作曲，8岁即在音乐会上登台演出，16岁时进华
沙音乐学院作曲班，不到20岁已是华沙很有名的钢琴家和作
曲家。他的创作以钢琴作品为主，还涉及各种舞曲、幻想曲、
叙事曲、前奏曲、奏鸣曲等。他的音乐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
树一帜的浪漫抒情风格，为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增添了夺目的
光彩，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

这是备课时我看到的一段有关肖邦的资料，当时我被那些数
字吸引着，立即从网上搜索他的作品来听。真的，各种风格
的都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抒情风格的钢琴曲，舒缓的乐曲
让人沉醉。我不是一个音乐细胞很好的人，因此个人的喜好



左右着欣赏水平。

在读《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时，我有过很多的感动。感动
于肖邦对祖国那强烈的爱，惊诧于他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心中
的那份深入每一个细胞的爱国之情。读了好几遍课文，每当
读到他对姐姐说“我死后，请把我的心脏带回去，我要长眠
在祖国的地下”时，我都会停滞不前，闭上眼睛，想象当时
的情境，将那画面定格细细品味，不止一次地想用一段他的
乐曲来映衬当时情境。试着选了几段，配了自己的读书，却
发现不如没有。因为弥留之际的肖邦对姐姐是“喃喃地说”，
那是一种低到几乎没有的声音，用任何底乐都显得有些多余，
不如让学生闭目轻读体会吧。

学完课文布置学生去读杜甫的《春望》，陆游的《示儿》，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第三课时的时候有学生对我说肖邦
和这三位一样爱国爱得很深，至死不渝，但很无奈，都有深
深的遗憾。至此我觉得这篇课文可以结束了。

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反思是教师对其教学实践的再思考和再认识，是提升教
师业务素养、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下面是本站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幼儿园大班我的祖国教学反思，欢迎参阅。

在活动开始，我出示世界地图，引导幼儿寻找中国在地图上
的位置，幼儿的兴趣一下子被提起来了。他们看着这五颜六
色的世界地图，寻找着中国，了解了中国的地理位置就像一
只雄鸡。

知道祖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在北京。接着在第
二环节，引导幼儿了解中国一些著名的城市、山川、河流，
初步掌握了关于祖国的常识。



最后一个环节，是为幼儿介绍了祖国的文化，拓展了知识经
验。整个活动层次分明，环节清楚，让幼儿知道了祖国很大，
有灿烂的文化，增强了幼儿做中国人的自豪感。

幼儿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他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思想情
感，树立长大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理想，是幼儿园进行品德教
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幼儿教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由于
幼儿年龄的特点，他们对“祖国”这一概念不宜理解，因此，
为了更好地对幼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幼儿从小萌发爱祖
国、爱家乡、爱人民的美好情感，课前我制作了一个该主题
的课件，课件中加入了中国国旗、首都北京的图片。希望通
过开展各种活动，引导孩子感受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大物博，
了解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中国人民的智慧与勤劳，培
养孩子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无比自豪感。通过活动，幼儿了解
了首都北京，知道了祖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知道
我们国家有许多好玩的旅游景色，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积累
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经验”。

通过本次活动我也发现有部分小朋友对于中国的全称记得不
是很好，特别是后面“共和国”三个字，有部分幼儿发音不
准确。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以后不断的练习。从教师自身这一
方面，我也发现，老师的阅历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前面的几
个环节，介绍中国地图、认识海洋、山川等，由于之前上网
学习了一些，对幼儿讲述的时候就得心应手，但是在后面介
绍祖国的美丽河山的环节，熟悉的地方可以讲得比较生动，
但是像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桂林象鼻山等这些地方的人文
地理的知识经验还有待学习，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必
须继续努力的。

热爱祖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我们这一代人很小的时候就
懂得了热子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祖国也有了很多的了解。
比如：我们祖国的首都是北京;比如：红军曾经经历过二万五
千里长征：比如：我们梅村就有很多的烈士为了解放而牺牲
了……这所以一件件的事都在我们新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象。而现在的孩子对祖国的概念越来越淡漠，当你问他
们“我们的祖国叫什么?”他们会茫然的看着你：当你说“祖
国的生日是哪一天?”答案会让你哭笑不得。于是爱祖国的教
育变得刻不容缓。而主题“我的祖国”正好适合现在孩子的
特点。

在这一主题中，我们渗透了很多有关祖国的内容，不仅仅
是“首都北京”这样的内容，同样也有“祖国宝岛台
湾”、“民族大联欢”这些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实施。孩
子们不仅对自己身处的民族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对中国
的少数民族以及祖国的另一块领土——中国台湾也有了很多
认识，而原来他们对少数民族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对中国台
湾的了解也是少得可怜。虽然一个主题的实施时间并不是很
长，但这短短的三个星期却让我们的小朋友对自己的祖国有
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他们知道了祖国的首都是北京;他们也知
道了中国有56个民族……这些都让孩子们从心里升起一种自
豪感，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篇四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是一篇讲述了波兰被外国占领，音
乐家肖邦流落异国他乡不忘亡国之恨，弥留之际请求把自己
的心脏带回祖国的故事，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爱。

“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肖邦弥留之际的请求，是灵魂深
处的呐喊是爱国情怀的极至的表现。是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
肖邦的那份强烈的爱国情感，与他离开祖国前夕，他的老师
和同学特地为他送行时的谆谆嘱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课文“送行”一段是全文的一个重点段，描写具体细致，情
感渲染淋漓尽致，对人的情感与心灵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于这一段落，我要求学生能够在老师
的指导下熟读、领悟、背诵。



第一步，初读感知。这一段中写了告别的哪几个场景。（咏
唱送别曲；老师的叮嘱；赠送银杯。）自由读对这三个场景
的描写，看看哪儿特别感动你，为什么。

第二步，引导品读。咏唱送别曲；老师的叮嘱；赠送银杯。
都深深地表达着一个期望：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自
己的祖国啊。

第三步，诵读背诵。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语，感受肖邦内心
情感的变化，体会文章中蕴含的浓浓的同学之情，深深的师
生之情，反复诵读，背诵。

在理解的基础上，诵读，背诵。既是对课文内容的理解的深
化，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感受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的功能，
同时又是十分有效的，必要的语言文字的积累。

欣赏我的祖国教学反思篇五

今天我很幸运，校长光顾了我班，和大家共同进行了一次爱
国主义教育的“洗礼”。虽说课前有准备，但对于这类脱离
学生生活的课文，空洞的说教很难唤醒学生与文本间的共鸣。
我只能尽我所能，让学生融入文本。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我觉得对于第二自然段“师生送别”这
一场面处理得比较成功。考虑到班级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在
教学这一自然段时作了些调整，我先让学生自读课文，然后
根据提示对段落进行分层。而后，让学生再读课文，说说文
中的哪些场景最让你感动？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为学生创设
了不同的情境。

如：在教学“咏唱送别曲”时，我引导学生运用角色体验进
入情境，假如你就是送别人群中的一员，你会对肖邦说些什
么，并要求用上“即使你远在他乡，xxxx。”的句式。在教
学“赠送银杯”时，我用引读的'方式将学生带入情境，“面



对老师、同学深情的歌声，面对老师埃斯内尔盛满祖国泥土
的银杯，自始至终，肖邦始终没说一句话。他真的无话可说
吗？假如你就是此时的肖邦，你想说些什么呢？请把心里想
说的话写下来。”学生畅所欲言，真正走进了肖邦的内心。

不足之处：教师在课堂上主宰太多，怎样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以学定教，让教为学服务，值得我的深思。说真的，
如果教一篇课文，让学生围绕教师转，以教师讲为主，其实
很好上。但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解一篇课文，而是通过理
解课文让学生学会如何去理解课文，学到方法最重要。但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知从何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