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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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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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一

一、人人参与，在教学中我尽量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让
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参与。首先，我利用“全家福”照片介绍
自己的家人，采取全班介绍小组合作相结合的形式。然后大
家齐动手将一个个照片贴在“小房子”里，再把“小房子”
贴在黑板上的大房子里，看着自己的创作，孩子们的脸上洋
溢着喜悦。

二、从儿童现实生活出发，通过照片来介绍家人，亲切、直
接，让学生感受家的温馨。

四、照顾个别，在介绍我的家时，我发现有四张是两个人的
是父母离异，为了不伤害孩子的心，我特意为他们准备了几
枚奖章，并表扬他们体谅父母，学习认真。

一、照片贴好后，学生很兴奋，我却没有意识到应该组织大
家欣赏与评价，也没有进一步进行挖掘教育，引导孩子爱父
母就是爱家的表现。

二、评价语言缺乏激励性，评价语言单调、过于重复，在以
后的教学中不断提升自己。

三、由于教学常规好，学生守纪律，一切进行的很顺利，最
后多了三分钟，提前下课了，缺乏课堂机智，如果唱首歌或
游戏时间再多一些就完美了。关键在于自己要调整心态，具



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我的思考：这节课表面看来很顺利，其实设想与实际之间有
较大的距离，有几处地方学生可以答的丰富多彩，实际上却
很单一，寻找原因，评价语言缺乏激励性，没有很好的激发
学生。再有，教研员一再告诉我们在课堂上别牵着孩子的鼻
子走，可实际教学中却很难做到，总怕孩子说不到位。所以
我想，一节好课，应该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游刃有余地进行，
这就需要教师有更高的教学水平，灵活多变的机智。在以后
的教学中我要继续努力，不断探索，不断反思，让自己在课
改的征途中不断进步，不断成长。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二

前不久，我在本校初二年级上了一节公开课“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
次尝试，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它是一堂内容多、杂、难，
比较棘手的课。《有效课堂教学》指出：实现学习方式和教
学方式转变的创新理论，就是注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教学中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积极启发学生，让学
生带着问题去学，培养创新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发
挥学生潜能和聪明才智为了引发学生积极思考，教师要以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出发点设计问题。

在本课中我力图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突现
活的'历史，旨在诱导学生了解历史、探究历史、反思历史，
特别重视情感和价值观教育。课前，对教材内容进行了反思
和整合，构建更加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在教法设计上，采
取学生自主探索、师生互动探讨等开放式教法，引导学生自
主探索知识并尝试研究性学习。课后的实际效果基本上达到
了三维目标的要求。

授课中存在的不足：



第一，学生的思维拓展不够，如：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讨
论还不够充分；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比较抽象，学生反映不
容易理解。现在想来，在课堂上应该不断开展对话，开发课
程资源，实实在在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找准切入点，
激发学生兴趣，激励学生反思，而不是教师越俎代庖，替学
生思考。

第二，设计问题要贴近学生的实际思维。一个问题的设计，
是解决教学问题的前提，也是进行教学研究的核心。在设计
问题时，首先，要展示问题背景，产生认知冲突。其次，要
注意结合学生的实际经验，因为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必然
受到其原有经验的制约和影响，学生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和
背景才能积极主动地理解教育内容。在教学中我要努力研究
学生边缘思维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学生自我
学习的能力。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三

经过这学期的教学，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一节课下来好累，并
且效果也不是很梦想。为什么学生在七年级时，对英语这门
课程充满好奇，喜欢学习、模仿。那是由于他们刚接触英语，
资料又相当简单易学，可是他们到了八年级，好奇心渐渐减
弱。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加，部分学生逐渐产生了消极情绪，
没有兴趣，甚至厌学。因为八年级的教材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由七年级的15个单元减少到八年级的12个单元，并且多了阅
读理解部分。语法知识点也增多了，难度也有所提高，对学
生的口语表达本事和阅读本事都有新的要求，所以部分学生
就跟不上了，甚至放下，这就要求教师要有新的提高。

经过这学期的教学，我体会到：学生学习语言的本事是因人
而异的。有差别是正常的，要教好每一个学生，但不能要求
每一个学生都一样，要求学生按不一样模式去发展，从而开
发学生不一样的潜能，发展学生学英语的各方面本事。并且



我们可根据不一样学生之间的差异去因材施教。

一．首先要把握重难点。

我认为这是教学中对教师最重要的要求。如果无法很好的把
握重难点。则会对重点知识的讲授蜻蜓点水，导致学生也无
法分清重难点。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把很多的时光花费在零
散知识上，而忽视了重中之重。教师为了更好的把握重难点
就要认真的研读教材，仔细研究教学参考，并且做好教学反
思，从同学们的错误中反馈自我的失误，不断地摸索和探索。

二．其次语法讲解必须要清楚，透彻。在讲解重点语法的过
程中，教师要多举例子，并且要学生造句子，不能光停留在
枯燥，抽象的讲解过程中。

三．应加强学生的对话强度，鼓励不开口说英语的学生开口。
有些学生是对自我不自信，是因为以往对话的过程中，出现
失误却被教师尖刻的言语刺伤，所以当学生出现错误的时候
应微笑着让他坐下，然后再纠正错误。有些同学的对话可能
会脱离现实生活，但只要开口说英语就要鼓励。

四．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整个课堂是学生在开口
说而不是教师在干巴巴的讲授。尤其是教材的最终一部分，
阅读部分。要使同学们在默读的前提下做课本上要求的练习
题，也能够确定几个话题，学生用英语进行讨论，锻炼他们
用英文思考的本事，运用所学语言的本事。课文3a部分教材
给出了一篇文章然后学生进行阅读，并且每篇文章后面都有
若干个问题，在这一部分必须要让学生在默读的前提下独立
完成回答问题。锻炼他们的应试本事。

六．培养学生们的课文背诵本事。严格要求学生要背诵课文。
这样能够培养他们的英语语感。

在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学技巧要灵活，教学要扎实。新



课改提倡交流与合作、自主创新学习，课程改革的成败关键
在于教师，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下头简单地回顾、反
思这学期英语教学工作。

一、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矗

自我介绍家人如何上班、、等等一些语境，使学生进取参与，
到讲台上锻炼英语表达本事和胆量。如师生早晚问好、道谢、
道别等，学生已经习惯用ok yeah mr hello、good
morning、thank you、you are wele、see you、good bye与我
交流。这样就无形中发展学生运用英语交际本事，培养他们
创新灵活运用英语的习惯。

2、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听、说、读、写综合本事，鼓
励他们大胆的说并运用到实际中去。每课的对话让学生先听
后读，然后表演，每小组不宜超过四人。表演前应让各小组
操练准备，鼓励其拓展创新对话资料。表演过程中，除要求
学生语音语调正确外，还应让学生注意到交流手段如表情、
手势、姿态等。

3、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发现他们自我的一些问题，并自主解
决问题。

二、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与学生沟通，让学生消除对英语学习的
恐惧感，仅有对英语感兴趣，才能坚持英语学习的动力并取
得好成绩。呆板的学习，不仅仅会影响英语学习的效果，适
得其反让他们厌恶学习英语。所以创造宽松、和谐的学习氛
围有利于英语学习。

1)尊重每个学生，进取鼓励他们大胆的尝试。

2)鼓励学生大声的朗读课文并背诵，使自我能听见自我的声



音，渐渐做到流利，顺畅。促进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忙，
体验成就感。

3)对于底子薄的或性格内向的同学，降低他们的学习标准，
当他们取得一点小小的提高，都要鼓励他们，让他们感到有
成就感。

4)差生上课时注意往往不够集中，我就将教材化难为易，化
多为少，精讲多练，课堂上尽量创造愉快的氛围。差生由于
羞怯心理往往怕开口，我尽量将难易适度的问题去问他们；
叫他们到黑板上写有把握的句子；朗读事先已读过多遍的课
文，当差生回答正确时。我总是面常笑容地说：very good，他
们往往因得到鼓励而激动，这样差生开口的习惯慢慢就养成
了。一学期下来，差生的参与意识大大地加强，消除了畏惧
心理。

5)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经常和学生一齐反思学习过程中的
不足，并加以改正。

教和学是一对矛盾，作为矛盾双方的教师和学生如何和谐融
洽师生关系，对完成教学至关紧要。如果他们对某个教师有
好感，他们就对教师的这门课感兴趣并分外重视，肯下大功
夫学这门课。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一位教师，由于逆反心理，
他们也就不愿学或不学这位教师的课。所以，教师要深入学
生，和学生打成一片，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情
绪的变化，时时处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帮忙学
生。这样，师生才能关系和谐，感情融洽，兴趣盎然地进行
学习。

新课程改革不是纸上谈兵，必须要与实践相结合，我将努力
学习，进取进取，进取参与课程改革，在课改中不断学习，
不断实践，不断反思，愿与新课程共同成长。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四

《背影》是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苏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
第三单元选有此篇文章。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主动探究，鼓
励学生大胆质疑，把自己的感悟与大家交流共享。于是在课
堂上除了欣赏优美生动的句子之外还出现如下一些不同声音:

1、第2自然段有一句“祖母死了”，有学生认为“死”字用
得不好，没有表现出对长者的尊敬，应该用“去世”或“逝
世”比较好。

2、第六段中有一句“我便进来坐下”，学生以为“便”字用
的不好，该用“才”，“才”能表现那种依恋不舍，
而“便”字表现的动作似乎过快。

“进来”一词也欠妥，本来是在外边送父亲的，应为“进
去”才妥帖。

3、文中有9处用了分号，学生以为一些地方并非并列关系，
不可以用分号的。如第七段中那句:“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
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4、第四段中有两处“踌躇了一会”，两处“踌躇”之间是作
者的心理活动，学生以为两处有多余之嫌。应删去第一处，
只留第二处一句“他踌躇了一会”。

5、第五段中有一句“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学生以为这句话有毛病，怎么能将大衣铺好坐位，应是“在
坐位上铺好”或“铺在坐位上”才通顺。这些问题在过去的
教学中不可能出现。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五

语文，因情感的滋润而变得春意盎然。在语文教学中，触发



学生情感，使学生对文中美的人、美的事、美的物、美的景
油然而生热爱、向往、追求的欲望，是提高审美情趣的重要
手段。这堂课，我想构筑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情感化生活化
的语文课堂，采取相应的教学手段，激活学生的情感体验，
让学生在教师充满情感的教学中始终处于愤悱状态，从而和
文本和作者和教师激起情感共鸣。

在本课教学中，我认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用情境营造良好的
情感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我设计了“尝春酒——品春
酒——回味春酒”三个环节。三个环节，环环相扣，逐步引
领着学生体悟文章的情感。首先，在舒缓的“思乡”主题音
乐中，学生通过深情的朗读，能很快融入课文特定的情境，
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从而对文章有了初步的感知。其次，
在品春酒这个环节中，我设置了“我喜欢_____因
为_____。”的句式，让学生活动起来，真正从课文之中去发
掘去品去味体悟作者浓浓的乡愁之情。第三，回味春酒，介
绍作者生平时，我把它放在学生已体验了蕴涵在春酒中这些
美好丰富的情感后，已品尝了这充满道地家乡味的“春酒”
后，希望作者思乡难回的感伤情绪能弥漫在他们的心间，让
故乡一步步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为了加强学生对故乡情结
的进一步的感悟，我泛读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在感伤
的旋律中，让情感的渲染达到了一个高潮。最后，拓展训练
中，让学生仿写“故乡的情节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回顾整节课，虽然完成了教学内容，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让我对这节课的教学有了一些反思：

一、教学环节的衔接处理不够自然。课堂环节的紧凑、自然，
更能突出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凸显教师扎实的教学能
力。在课堂中，我忽视了教学环节的衔接，处理略显生硬。

二、教学中，学生朗读不够充分。语文课堂少不了读书声，
有了朗朗读书声的课堂，才是真正的语文课堂。由于学生的
朗读不足，才导致了在后面环节中学生的活动虽热烈却不够



深入。

三、课堂活动中，学生对文本的发掘不够充分。教学目标是
让学生体悟那份故乡情结是蕴涵在春酒中的另一种滋味，它
让春酒的味道变得更醇厚，而生活中任何一个细节如果蕴藏
着一份美好的情感都是一杯香甜的“春酒”，让这些蕴涵其
中的美好情感真正地成为丰富学生情感世界的活水。而在本
节课的活动中，学生在品味语言的过程中，仅能把握语言的
文本意味，对于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情感意蕴体会不够，
这主要基于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引领不足。

浅陋的思考但却是我最真实的心声。恳请得到各位同行的热
情指教，同时对给予我鼓励、支持和指点的教师们致以最真
诚的感谢。我知道这些言辞已化为一束温暖的光，照亮我执
着前行。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六

学生前面已学习了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式的约分，对学好本
课时内容有一定的帮助。八年级学生有一定逻辑推理能力、
代数式的运算的能力，但数与式的差别也制约着学生的学习，
特别是分子、分母为多项式的乘除法运算是学生学习的一个
难点。在分式的乘除法这一课的教学中，我采用了类比的方
法，让学生回忆以前学过的分数的乘除法的运算方法，提示
学生分式的乘除法法则与分数的乘除法法则类似，要求他们
用语言描述分式的乘除法法则。学生反应较好，能基本上完
整地讲出分式的乘除法法则。在观察、类比、猜想、尝试当
一系列思想活动中发现法则、理解法则、应用法则，同时还
要关注学生对算理的理解，以培养学生的代数表达能力、运
算能力和有理的思考问题能力。这堂课是以学生探究为主的
一堂新授课。

一、教材处理分式乘除法类比分数乘除法，这样安排符合学
生的认知规律。



二、教法学法对于这堂课，我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教师讲、学
生练的教学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学生自学、合作探究的教学
方式。自学检测明确了法则，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分层训练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计，效果非常好。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易
错点都找得挺准。整个教学过程从多角度对分式的乘除法进
行了训练，避免了教师一种讲法部分学生不理解的尴尬，既
调动了学生探究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吸
收。

三、不足之处

1、对基础差的学生关注不够，他们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会很多，可是由于在课堂上需要面对的是大多数学生，
另外在课堂上时间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是人数比较少的班级
授课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对于错误的处理方法需要完善，在以后的教学中要鼓励学
生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分小组合作
学习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他们通过合作获得双赢。

鱼教学反思八年级生物篇七

这篇课文介绍了我国西北部敦煌莫高窟的彩塑、壁画和曾经
藏有大量文物的藏金洞，赞扬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本文结构清晰，叙述具体，文字浅显。本课的教学对象是五
年级学生，他们已掌握了一点读书方法和学习方法，如：抓
关键词理解课文内容，读中感知，读中悟情，读中领悟写作
法等。预习时，学生已经认识了生字，通读了课文，并在再
通读课文的基础上，又让学生默读了课文，整体感知：课文
主要介绍了莫高窟的什么?引导学生认真、扎实地经历“初
读”的过程。再加上将利用图片文字资源，学生的兴趣更加
浓厚，学生的思维顿时活跃了起来，想象力较丰富，但思维
的深刻性、语言的表达上有所欠缺。因此，本节课的教学以



学生充分自主探究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引导学生
感悟，质疑，探究，在实践中学习。

课文重点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彩塑、壁画和曾藏有数万件珍
贵文物的藏经洞，把莫高窟这一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生动展
示在我们面前。在文本对话的教学过程中，我重点进行了以
下语言文字训练：

(一)、训练学生的概括能力

我首先回顾了一下这一单元前面的几篇课文，接着引入新课：
今天我们一起去祖国西北部的敦煌市游览举世闻名的莫高窟。
紧接着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老师要去莫高窟参观，
作为小导游的你会为老师推荐哪些景点呢?学生很容易找出了
课文重点介绍了的敦煌莫高窟的三方面：彩塑、壁画和藏经
洞。这样文章的结构就很清晰了。在概括段意时我主要教学
生采用两种概括方法：

1、用课文中的语句来概括。

2、 借用课文中的关键词，用自己的语言来概括。

当然，这两种方法应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初读感知”的过
程中巧妙地渗透。如，先让学生用“课文中的一句话来概
括”，然后再进行第二步。这样既巩固了第一种学法，又适
当提高了要求，渗透了第二种学法。以后在归纳段意时，学
生自然就会运用这两种方法，使概括段意的训练扎实、到位、
有效。可惜的是，我虽然让学生练说了，却没有抓住时机在
黑板上简单写一写，也是这一课的一个遗憾。

(二)、训练学生读写能力

读写结合一直是我们语文课堂的一个目标。这篇课文中有个
很好的训练点：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我设计的要求是：如果飞天来到我们身边，她会做些什么?

我的设计意图是想贴近学生现实，学生能更有体会，写得更
好，可是实施下来却不如人意。课后听课老师给了很多建议，
我也反思了很多。这个问题的提出首先限制了学生的自由，
其次学生针对自己的生活：凝神思考、追逐打闹……缺乏一
些美感;其次问题设计要求不明确，学生更多关注的是句
式：“有的……;有的……”，而忽视了文中四字词语的美。

综观本次教学过程，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听说读写等
方式学习了课文内容，但学习得还不够深入，学生的各方面
能力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课文第二、三、四自然段结构是
相似的，我在引导学生学习了第二自然段后总结了学法，提
出自学步骤，让学生自学讨论，在交流时我再作适当地引导。
但是自主合作的步骤出示了，但要求还不明确、清晰。其次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体现得不够。课堂上
的朗读激发不起他们的朗读激情，学生读得比较乏味。而这
时我非但没能用慷慨的语言激发学生的读书积极性，反而被
他们的情绪所感染，每一次的指名朗读都是草草收兵。就算
是飞天的那部分积累语言，学生也会背了，但感情地激发还
不到位。这节课还是有很多遗憾。

总之，语文课无论怎样都不能忘了语言文字的训练，要上出
语文味，适时预设训练重点，不断提高语文课的教学效率。


