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大
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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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本节课以“保护水，节约水”为主题串联本课，从“为什么
要保护水？”到“节水金点子”，并布置长期作业，逐步落
实到行动，体现了活动课的特点，注重了综合性、活动性和
实践性的统一。这节课的设计层次清晰，环环相扣，案例选
择贴近学生生活，特别是水费单的巧妙运用，使学生有真实
的体验和感受。能把“撕纸小游戏”贯穿始终，让学生通过
动手实践，亲身感受到水资源越来越少，对学生的震撼还是
很大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的设定准确，教师的角色定
位把握得好，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非常高。再加上信息技
术的恰当运用，如：大西北缺水视频、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
视频等，有效地突破重难点，学生学习的效果很好。

一、《保护水，节约水》是北师大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
上册第五单元《水和我们的生活》中内容。教学中，我抓住
活动课的特点组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本节课
具有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学生主体性的四个特点。具
体的活动过程可分为：活动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活动二：
通过观察地球仪、分析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比例，从而了解
淡水资源的稀少。活动三：联系实际，交流生活中浪费水的
现象。活动四：明理导行，节约用水，从我做起。突出了重点
（了解淡水资源的缺少、被污染和浪费的情况。）突破了难点
（培养学生树立“保护水，节约水”的环保意识。）收到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在活动中培养了品德，他们爱学、乐
学、愿学，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适时充分地利用电教手段辅助教学，帮助学生理解和感
悟，比空洞地说教有效地多，这也是本节的'亮点。如：播放
我国西北地区缺水的视频，真人真事，感染力非常强，突出
了淡水资源稀少的重点。播放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视频，
让学生亲眼目睹了污水处理的过程，使学生看到国家和社会
是非常重视保护水节约水的，从而指导学生个人保护水节约
水的行为。

文档为doc格式

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数学新课标》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
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活
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本节课的主题是教育学
生节约用水，并要学生付诸行动。根据这样的'目标，放手让
学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学生通过收集资料，对水资源状况
有了充分的认识，明白了节约用水的意义。同时培养课学生
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及小组合作的能力。实践证明：给学
生充分的自由，让学生有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在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中运用所学数学知
识、技能和思想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
能力。

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数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
现实的，有意义的，要有利于学生主动地进行观察、实验、
猜测与交流。内容的呈现应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以满足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作为一种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学生的动
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



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在“节约用水”一课中，教师应努
力营建一种多层次、立体型生活化的课堂空间，从学生已有
的数学经验和生活经历出发，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眼光观察、
思考，学会理性的`、有创意的生活。

在“节约用水”教学中，我尝试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建立在学
生自觉关注、主动探索的基础上，通过师生、学生之间有效
的互动，使学生对“节约用水”认识不只是停留在“浪费水
就是浪费钱”这一表层认识上，而能从珍惜水资源的角度去
衡量自己的行为，认识身边的现象，把“节约用水”内化为
自己的行动。

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这堂课三个活动的设计，层层深入，使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活
动中去，投入到学习中来，使学习的过程充满快乐和成功的
体验，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勤于思考和勇于探究，形成良好
的学习品质。由于这堂课实属巩固和复习课，没有多少新的
知识点，所以大多数学生不会有大的困难；活动三有关节水
问题的探讨与同学生活密切相关，很多后进生表现出难得的
兴趣，当然也获得一些成功的体验。利用多媒体直观、快捷
的给学生呈现大量有关节水图片信息，极大的调动了学习兴
趣，也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利用小组活动，使学生之间相
互帮助，也相互竞争，强化了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责任感和对
自己同伴学习进展的关心，达到共同进步；在小结归纳时，
让学生各抒己见，更好地培养了学生反思习惯及理性思维；
课后作业的设计旨在让学生通过观察、模仿、撰写这样的一
个过程体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基
础。

当然，本课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抽样调查没有真正
实施，因为这需要学校和全校所有学生的配合，操作起来不
太方便，当然主要是惧难心理的作用；有关节水的信息收集
不应完全由老师完成，所有同学都应该去体验一下信息的收



集过程，当然这节课如果设计成网络课，教学效果会非常好。

努力提高自己的计算机技术，将本课设计成一节精彩的网络
课，让学生体验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分析的全过程，
将统计的概念、方法与原理统一到数据处理的活动过程中去，
体现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独立思考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给
每个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幼儿节约用水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因此，品德与
生活的课程是建立在儿童的生活中，在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
活动中用心去感受与感悟，才能大大提高品德教学的实效性。
“保护水 节约水”这堂课的设计在这个理念中形成的。

在教学中，有一个环节对学生的心灵产生了比较强烈的震撼，
那就是在深入感知环节中，有一个步骤是“剪一剪”。设计
这个环节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的操作中感受水资源的匮乏
和宝贵，养成关心周围水资源的环保意识。如果凭教师的嘴
巴来讲，可能会使学生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也会使整个课
堂枯燥乏味，而课件的使用和纸片的操作，就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矛盾，留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缺水危机，通过操
作触动了学生的心灵，打造了意境，更加紧密地将课本与现
实生活有机结合，让品德课真实起来，让品德课与生活接轨
起来。

通过这样的教育，有助于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了水资源匮乏，
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这个环节看似平常，但寓意深刻，一定
要一步一步让学生去剪，才能让学生发出肺腑之言——水太
少了！真正地实践了《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儿童的
品德和社会性源于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感悟，儿童的
现实生活对其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具有特殊的价值。教
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从
而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



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的要求。

这节课自我感觉虽好，但教研组也指出了很多不足，如：没
有回归生活。在我们珠三角地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学生都
感受不到水的危机，节水的意识也不是很好。那么在课前我
让家长配合我做一些水资源、水污染、水浪费的调查。围绕
主题我主要设计了三个板块的活动：1、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说
起、重温水的重要性。 2、深入感知水资源的匮乏。3、导行
升华，呼吁更多人参与保护水 节约水的行列中去。在教学活
动中，这些内容都是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源于自己的亲身
体会，但由于我的引导方向错误了使学生的说得内容千篇一
律，没有创新，显得整节课很沉闷。在这样一个教学环境中，
学生没有产生了共鸣，因此，导行这个环节中，学生依是回
归不了生活的大课堂中，好像是一条固定的框框，并且堂上
留给孩子思考和活动的空间还不够充分，使孩子们的表达显
得是那么的无力、牵强。很多孩子参与课堂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给孩子们奖印章想激发学生兴趣，
但一节课上下来好像有点流于形式的感觉，没有达到碰撞火
发的境界。

“教学本身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正因为有了这些缺憾和不
足，更促使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进行下一次的“打磨”，实
践精品课的理念，在不懈地追求中与精品一起成长，共同进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